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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学探索

倾听是对信息的高效接受。它相对于听，有更高一级

的要求，是对有声语言的感知、理解，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智

力活动，因此，与听者的知识水平、智力素质、生活阅历、人
文修养等有着密切联系。倾听能力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

主动、耐心地听别人讲话的能力；二是理解他人口语表达

的信息，并在头脑中将语言转换成意义的能力，因此，听力

和理解是倾听能力的基本要素。不同学生的听力和理解存

在着差异，听力和理解能力强的学生能在瞬间捕捉、筛选

信息，并随即展开联想、想象，形成个人评价；听力和理解

能力不强的学生常常会遗漏一些要点，不知别人所言，更

谈不上个人评价。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根据学生听力

和理解的差异性采用相应的方法来培养其倾听能力，促其

懂得倾听、乐于倾听，最终善于倾听，提高倾听能力。
一、激发兴趣，引导学生乐于倾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语文课堂上不难发现，内容

枯燥乏味，学生容易走神，昏昏欲睡，听得不认真；趣味盎

然的课堂，学生就会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因此，无论

是论述文还是应用文抑或文学作品的教学，我在备课时都

十分注意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点，常据文本体式和学生需

求去设计课堂教学活动，创设丰富、有趣的教学情境以激

发学生倾听的欲望。比如，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专题一

“科学之光”安排的基本是说明文，所选文章既有说明事物

的，也有说明事理的；既有说明单个对象的，也有说明一类

对象的；既有传统的，也有体现了现代说明文写作特点的；

既有平实的、典范的，也有文艺性比较强的。选文丰富多

彩，涉及各个领域，可读性强，尽管这样，但学生阅读兴趣

依然不高。如果只是上成一般的科普课，学生可能兴味索

然，认真倾听的大概寥寥无几，要想提高教学效益、取得预

期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困难的。陈树元老师认为，“趣学趣

教，讲究学法，对学生能力的形成，对走出说明文教学的低

迷，是很有意义的。”[1]因此，教学时只有调动学生学习说明

文的积极性，激发其学习兴趣，他们才会想听、爱听，听得

持久、听得专注、听出味道。
以《斑纹》为例，该文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斑纹的描绘，

叙述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许多奇妙的现象，并对主宰这一

切的自然规律进行了礼赞。我在教学时首先问学生：你们

在生活中见过斑纹吗？学生一下子来了劲，你一言我一语，

说了很多；接着我又问，你们知道这些斑纹有什么作用吗？

学生踊跃发言；然后乘势引导学生走进周晓枫笔下的斑

纹。课上我还找来文中所提到的蛇、蓑鱿、鲑鱼、鹰隼、长颈

鹿、豹子、斑马、老虎、烧裂的陶碗等大量实物或图片资料，

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整堂

课学生听得投入、仔细，情绪饱满，互动积极。
二、明确要求，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倾听

有一次我教学《罗密欧与朱丽叶》，布置了一道作业，

要求男生以“我是罗密欧”开头，女生以“我是朱丽叶”开
头，联系节选部分，概括二人的性格特征，特别注意他们的

情感变化。结果在交流的时候，好多同学立足于原著的故

事情节，而忽视了节选部分的文字。我在“教后记”里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可能与我没有明确相关要求

有关。这里的要求就是课上要让学生知道听什么、怎么听，

听后要做出哪些反应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知道

怎么去听。
怎么听，我一方面给学生做示范，因为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在学生发言过程中，无论学生发言的质量如何，我

从不随意打断学生的发言，并通过点头、微笑、目光交流、
手势、语言应答等不同方式对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把自

身的体会告诉学生，倾听要努力做到“四心”，即：虚心、用
心、细心和耐心，进而让学生明白：倾听是一种学习，一种

沟通，一种尊重，倾听能使我们博采众长，触类旁通，弥补

自己考虑问题的不足，也能使我们萌发灵感，还能使我们

养成尊重他人的好习惯。
所以讲课时，我力求做到让学生听清我或者其他同

学在说什么，需要倾听者做出哪些回应等等。我经常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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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听清我提的问题。”“认真听其他同学在说什么。”
“听别人朗读课文，读错的地方如字音、断句等提出来”、
“认真听别人发言，听他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妥”、“其他同学

的发言你认为有没有道理”、“认真听其他同学发言，听后

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等等。
明确了要求，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听得

更有针对性了。我欣喜地看到：现在的语文课上，当一个学

生发言时，课堂瞬间就会安静下来，有时候后面的学生发

言，前面不少学生都会不自觉地扭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

着发言的学生，聚精会神地听他（她）发言，用心捕捉每个

细节，生怕遗漏了重要信息。以前那种闭目养神，或只顾

做自己的事情，或窃窃私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象

陡然不见了。
三、科学训练，提高学生的倾听能力

（一）结合“阅读与鉴赏教学”训练倾听能力。
1.课内阅读教学。课内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

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

过程，对学生倾听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听记训练。着重培养学生一边倾听一边思考一边记

录的能力。口语表达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在倾听活动中倾

听者吸收的是声音信息，存留时间短暂，倾听时的思维活动

要求是快速的。因此，我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带着问题积

极、认真、有目的地听。在教学时，有意识地把重点问题多次

重复，加强重音，放慢节奏，让学生能有效地进行记录。
（2）听答训练。课前根据文本内容、学情等精心设计问

题，课上随着教学过程的推进，适时提出问题，学生根据所

提内容或者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或者群体回答，有时师问

生答，有时生问生答等，主要培养学生倾听的记忆力和理

解力。学生要准确、到位回答，首先必须认真倾听，否则会

答非所问。这种训练方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用得最多。
（3）听述训练。主要方式有听后详述、概述、综述，侧重

训练学生倾听的理解力、筛选力。这种训练可以使刚刚接

受到的信息引起的暂时神经联系得到强化，加深印痕，防

止遗忘；同时也可以调动有意识听记的积极性，提高倾听

素质。在教学《唐诗宋词选读》引导学生鉴赏诗词中的名句

时，适当地点拨后，及时让学生对我刚才讲的内容概述一

遍，并合理组织成一段连贯的鉴赏短文；学习小说时，安排

学生复述是常见的语言实践活动，往往是第一个学生复述

过了，又安排第二个学生补充复述或者评价前面学生复述

质量的优劣等。
（4）听辩训练。听辨是倾听的最高层次，只有听中思

考，才能分析和判断别人的观点，明确别人的不足之处，同

时吸收别人的优点，才能更好地进行反驳。而要想在争辩

中驳倒对方，就要做到有理有据，完善自己的表达，让人听

得清楚、明白。这种听辨训练既可以与“阅读与鉴赏”课结

合起来进行，也可以与“表达与交流”课结合起来进行。如

教学《一滴眼泪换一滴水》时，让学生辩论：如果你是爱斯

梅拉达，曾被副主教克洛德指使的伽西莫多劫持过，你在

伽西莫多遭受鞭刑，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还会把水

葫芦送到他的唇边吗？学习《雷雨》时，让学生就周朴园对

鲁侍萍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展开辩论等等。
2.课外阅读活动。课外阅读活动是课内阅读教学的延

伸和拓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要强调的是课外阅读活动

也为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倾听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
我经常安排学生写书评、读后感，举办读书报告会、作品讨

论会等，在交流阅读成果、共同提高阅读能力、分享阅读乐

趣的同时也有意识贯穿听记、听答、听述、听辨等训练。
（二）结合“表达与交流教学”训练倾听能力。
1.写作教学。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

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

过程。写作教学重点在于训练学生“写”的能力，如果能与

“倾听”能力训练结合起来，能很好地以“听”促“写”，增加

写作的趣味性。
（1）听改训练。作文课上，我有时给学生读或者让学生

读一篇有问题的作文，让学生听后指出缺点并提出修改意

见。亦可把学生分组，让每组组员依次读自己的作文，其他

组员听改。
（2）听评训练。类似于听改操作，不过侧重于对作文的

评析，作文评讲课上用得较多。
（3）听感训练。学生在听完作文或者其他的材料之后，

让他们结合所听的内容谈谈自己的感想。
2.口语交际教学。口语交际教学应注重培养人际交往

的文明态度和语言修养，重视指导学生在各种交际实践中

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如在教学苏教版语文必修四“走进语

言现场”三个板块时，我把《不自由，毋宁死》、《奥林匹克精

神》、《作为偶像》、《白发的期盼》等课文作为训练口语能力

的材料呈现出来，分别侧重用演讲、问答、辩论等基本形式

进行口语交际训练，把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和口语交际能

力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倾听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修养，更是一门艺

术。语文教学过程中，只要我们目标明确、要求具体、指导

得法，措施扎实，那么学生的倾听能力就一定会逐步提高，

口语交际能力也必然会上一个新台阶，课堂教学效率的提

升就不是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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