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第 4 期

表达是从倾听开始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倾听，也就谈不

上有良好的表达。那么，不会倾听的问题果真都是孩子的责

任吗？ 我们不防透过课堂教学的一些细节来思考一下我们

的教学现状与策略。
问题一：教师，你认真倾听了吗？
课堂上一个指名轮读课文的环节，学生逐个朗读。在朗

读前，教师提出了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其他小朋友注

意倾听。 ”
这可能只是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出，教师也许在无意

间表现出来的行为却表明自己不在倾听。 这样的细节在课

堂里并不少见，学生读错了，教师没有发现；学生说话出现

明显的语病也不指出；学生答不到点子上，教师就打断……
如此种种细节，都表明我们不在倾听、不愿倾听。

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倾听与应答的过

程。 那么，教师，你认真倾听了吗？
“教师是学生鲜活的榜样，教师一贯以来耐心、认真倾

听的良好习惯能给学生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倾听本身就

是一种教育，优秀的教师都是耐心的倾听者。教师有效的倾

听，能给学生一种关怀；教师有效的倾听，能给予学生激励

和帮助；教师有效的倾听，是精神与方法的传达。 无须过多

的对学生说倾听如何重要，你的行为会告诉他的。
因此，教学生倾听，首先问自己：你能认真倾听吗？
问题二：你的学生爱听吗？
在一年级的一节阅读课上， 教学内容是一首简短的诗

歌《静夜思》。 教师刚范读了一句，学生都就背起来。 显然学

生在课前已经把诗背出来了，于是教师停了下来，命令学生

不要跟着背， 教师自顾自的背起来。 我发现学生开始不听

了。 接着教师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因为学生已经会背了，当

表达从倾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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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尤其在旅游方面。 “有这样一幅能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

图，我们岂能放弃呢？ 只要你愿意，教师一定会帮你成功”。

我开始板图示范：第一步，先绘出“中国轮廓图”；第二步，填

绘长江、黄河、珠江及沿江河的重要城市，这两部分是前面

学习过的，比较容易成功，同时又达到了复习巩固的作用。

第三步，我故弄玄虚的下令：开始跟着教师铺铁路。其实，只

要把前面熟知的重要城市按铁路线的顺序连接起来：三横、

五纵、 外加青藏铁路线、 七大交通枢纽等瞬间就跃然纸上

了。 他们欢呼着，我快乐着。

第三，成为欣赏者。 我批改学生的每一页绘图作业都写

上表扬激励的评语，如“太棒了！ 你真帅！ ”“真棒！ ”“优！ ”“进

步奖！ ”“不错，继续努力！ ”“再认真一点点，你会更优秀的！ ”

“你的进步是教师最大的快乐！”“你是老师的骄傲！”等等。教

师的肯定，就是学生积极上进的动力。 有的学生整本作业的

评语都是“真棒”，更多的学生作业一次比一次更好，我用爱

心欣赏着每一幅学生作品， 努力搭建着学生肯定自我的平

台。 学生由“不知如何下笔”，到能在“地理橱窗”中留下堪称

精美的图画。 看着孩子们用心血绘成的“杰作”，我快乐着。

新课程改革实践的地理教师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有

时想想何苦呢？ 不就是一介草民吗，值得吗?当想到那一双

双渴求知识的眼神，我认为：值得！下课了，孩子们意犹未尽

的说：“老师自习课您来啊”，这是对我的肯定，累也值得！放

学 后 孩 子 们 真 诚 地 说：“老 师 您 辛 苦 了， 我 请 您 吃 牛 肉 面

吧。”我心里暖暖的，心想：值了！所以只要站在讲台上，心里

的不愉快、身体的不舒服都会烟消云散。看着孩子们一幅幅

的作品，尽管有的还不完美，我总有说不出的快乐，这种快

乐鼓舞着我不断前行……

“教师乐教，学生乐学”———这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实现

的梦想，但在我心中，却一直是十分诱人的理想。 我始终认

为：教师乐教是学生乐学的先决条件。 试想：一个怨天尤人

的教师怎能教出乐学上进的学生呢？

几年的地图教学实践， 我品尝了其中的苦， 也乐在其

中。为了孩子们一张张日渐成熟的脸上有更自信的笑容，再

多一点苦，也值！

常言道：“姜是老的辣”———至少教师的经验是很管用

的。 然而我也深知墨守成规，仅凭经验教学的危害。 从教路

上少不了风风雨雨，我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苦哪

有甜？”也许时时伴随着苦，可我喜欢这种充满激情的体验，

也会努力做更多的尝试，力争做一名学者型的地理教师。

注：本文为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GS［2010］G0439）
“地图教学校本课程的开发”成果。

（责任编辑：黄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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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在读书时，他早已不屑于倾听了。
好动是儿童的特点。 但为什么在动画片面前他们会如

此专注？我想主要是他们感兴趣。兴趣永远是学生最好的教

师。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儿童是用形象、色彩、声音来思维

的。 ”在我们的语文课上，你能否让学生感受到语言文字的

魅力，把一个个符号变成“形象”、“声音”、“色彩”呢？
有效的倾听首先是倾听有效的信息。但是，我们现在的

语文课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缺乏智慧的挑战， 缺乏情感的

涌动。 就说提问吧，更多的是就事论事问答，逐段的没有重

点的分析问答， 而学生不懂的地方或理解不深刻的地方却

浅尝辄止或漠不关心， 课堂中的问题不能够激活学生的思

维并引发学生的求索欲望，学生一味地在“无疑而问”中消

耗精力。 这样的教学如何吸引学生倾听呢？
问题三：你是否影响了学生的倾听？
在一节低年级的识字课上，学习的是关于“大海”的词

串“沙滩、脚丫、贝壳……”学生一开始学得蛮认真。 而教师

在 出 示 了 词 语 后，让 学 生 一 会 儿 画 画，一 会 到 了“海 滩”上

“表演拾贝壳”，一会儿唱歌。 频繁的活动变化后，教师布置

说话要求，学生静不下来，教师责怪：“怎么又不专心了？ ”
如果你知道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结果， 你可能会意识

到自己的责任。 “专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分心后重新

集中注意力需15分钟时间。”频繁变化的活动情景影响了学

生的倾听。学生的不专心原来是我们的责任。有位名人曾形

象地比喻说：“注意是学习的窗户，没有它，知识的阳光就照

射不进来。 ”而我们正影响着学生的注意。 除了上面的案例

表现的频繁变化的教学情境之外， 我们的教学还抓不住课

堂“倾听”的“黄金”时间。事实上，我们的孩子要在四十分钟

都保持倾听是不大可能的。 有研究表明“上课的前20～25分

钟是注意力最集中的”。 但是我们总不能直奔重点，而且教

学时间也不注意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分配。所以，我们在教学

设计时要注意教学情景的相对稳定， 还要学会帮助学生调

整，让学生“心静”。
问题四：你教给孩子如何倾听了吗？
这是一节王老师语文课的小环节： 王老师在学生学了

《新型玻璃》后让写广告词，写完后交流。教师要求：“大家注

意听，看他写得怎么样。 特别注意王老师怎么给他评议的，
学点修改文章的方法。”其后，教师以提问、评价等方式要求

学生把倾听的收获反馈，教室里掌声不断，大家全神贯注。
倾听是一种需要精心培养的能力， 是一项复杂的心智

活动。教学的倾听和生活的倾听在方式上还有所区别。我认

为教学中的倾听是一种任务驱动式的， 生活中倾听更多的

是休闲随意式的。在我们的课堂中，影响和决定倾听质量的

因素和条件为：指向性是否明确、内容的关注程度如何、能

否正确有效倾听。 通俗地说，涉及到“听谁的，听什么，怎样

听”三个范畴。 在上面的案例中，虽然王老师只是讲了一句

话，但却清晰地指导了学生“听谁的，听什么，怎样听”的要

求，同时教师很注重让学生听后回答问题，听后做出评价。
这就给了学生具体的思维任务， 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认真

倾听，而且根据要求学会有目的地听的方法。
课堂教学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相比有其特殊性， 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要采用一些特定的、 适用于课堂教学

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倾听效率。
策略一：以肢体动作调动学生多种感官的“听”。
用眼睛仔细观察也是学生“听”课的重要方式，如教师

的演示过程、小组其他同学的操作过程、齐读概念时教师重

点强调的一个个词等等， 都需要学生用心去倾听动作背后

的含义。 教师在课堂上可以用略微夸张一些的动作突出重

点内容，有时也可以用问题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如：“你从这

个演示过程中看明白了什么？ ”“你知道教师为什么要做出

这个动作吗？ ”
策略二：让每一次倾听都包含有效的指导。
孩子能意识到要尊重别人， 认真听别人的话并且在行

动上控制自己的言行，那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接下来最

为关键的就是指导孩子学会“听什么”和“怎样听”了。 在对

说话的孩子说完“说给大家听”之后，不要忘记正在听的人:
“认真听，听他说的符不符合情况。”“边听边想，他说的对不

对，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第一句话是提醒听者要注意明

白说话人说了什么内容，重点是什么。可以通过让孩子复述

听到的内容，来检验他听的是否认真，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形

式来训练孩子“听”的能力。 第二句话是提醒听者不能只听

不思考，要有所补充和改正，这是最高层次的“倾听”，是人

与人之间有效沟通的前提。
策略三：以问题促进内化，检验倾听效果。

课堂上学习的新知识、新技能，不像日常生活中已经发

生的事件清晰明了。 对于这些新知识、新技能，学生需要一

个接受、内化的过程。 因此，课堂上即使学生非常认真地倾

听了， 教师还要提出一些导向性的问题来给学生足够的思

考和内化的空间。如：“你听懂了什么？”“你能举个例子来说

明一下吗？ ”“你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 ”这些问题往往能引

起学生又一次思考和发言的高潮， 而这时候学生的发言往

往更加精准，倾听更加专注，教学效果更加显著。

策略四：不失时机的表扬。
任何时候，对于孩子的表扬都应该是具体的，具有指导

作用的。 要表扬孩子倾听过程中的进步，切忌仅仅用“你听

得真认真”、“听得不错”这样含糊其辞的话。这样表扬，孩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好在哪里，进步在哪里，以后要朝什么方向

去努力。 我真诚地对孩子们说：“你跟上次比， 听得认真多

了， 没有走一次神！ ”“你能用自己的语言归纳×××讲的内

容，听得真细心！ ”“你真了不起！ 不但能总结×××的发言，还

作了补充，真不错！”……这样的表扬才具有导向性，才能促

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木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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