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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生活接近尾声，即将迎来新的学年。内心有期待也有些许惶恐。期待重

新见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但也因为孩子们过于活泼而有些许惶恐。新的学年里，

如何从容的去应对孩子们投来的各类盲盒呢？在一堆书中，我找到了属于我的秘

密武器——《教师的语言力》。

在一堆书中，我为何对一本日本作家的书情有独钟呢？个人认为作为一名老

师每天都要对学生说成百上千句话，如果这些话能够完完整整地传达给学生，并

且让学生有效地执行，那么许多问题似乎都会迎刃而解。然而，很多时候让老师

们感到懊恼的是无法应对孩子的神逻辑，语言跟不上思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或是，长篇大论的说教感动了自己，而学生却没有听进去。所以，我认为这

时候需要一种整理术来帮我们整理一下这样的混乱情境了。就好像房间在整理后

会变得井然有序一样。同理，语言也需要被分门别类地归纳整理。从而让人能够

一目了然，可以“按需取用”。

这本书中将语言整理为 5种模式：表扬、 批评 、提问 、鼓励 、反向激励。

根据每种类型的具体场景分别介绍了教师可以应用的 10 种方法，并加入了案例

研究与要点总结。

由于之前对《正面管教》书中提到的表扬很是赞同，所以拿到这本书时最先

品味的就是表扬部分了。表扬具有极大的安抚作用，作为教师如何让表扬最大限

度的发挥安抚作用呢？那么就需要抓住表扬语言的要点。首先要学会立即表扬，

牢牢抓住 60 秒的关键时机。这就让我不禁想到，之前在班级里有一个学生突然

有一天上课时坐姿非常端正。我当时立即表扬了他，并肯定他的坐姿。之后那天

上午，他真的就非常乖巧的一直端正坐姿。其次，教师应该尽量多的表扬学生。

但实施这种表扬方式的时候，最忌讳一直毫无规则的持续表扬。因为只有当在每

次表扬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隔，才会督促学生将这种良好的习惯保持下去。最后，

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表扬效果。教师在实施表扬的时候，可以将语言、接触、奖励

相结合起来。这里所谓的接触，是指拍拍肩膀、相互击掌等身体接触。因为当我

们和学生之间伴有身体接触的时候，成功的体验会更加深刻的被保留在学生的记

忆之中。但这里也需要注意，如果本身这个学生不喜欢身体接触就一定要尽量避



免。

看书的时候，不断在感慨语言可真是一门有魅力的学问呢！在课堂中，如果

有学生回答问题声音过小。突然某天她的声音很洪亮时，我们最直接的表扬方法

就是直白的肯定表扬。但如果我们向书中那样换一种思维，将“你……”换成

“我……”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比如：某某同学，你今天的回答清脆又响亮，

非常棒！换成：某某同学，你清脆又响亮的回答让老师觉得非常开心。如果，在

说这些话时再加入惊讶夸张的语气。那么，相信这种表扬一定会成为有效表扬。

当我们不断在学习运用表扬法的时候，还需要特别留意我们的目光应该落实

到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因为在优秀的孩子吸引人目光的同时，教室里其他的

学生也在不断取得小小的进步。我们不应该错过每位学生的进步，反而应该运用

合适的语言把自己的关注传达给学生。这样坚持去做，班级里的每一位学生都会

朝气蓬勃且不断进步。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

劳动的效率。教学实践也表明教师准确、生动、优美、富有感情和启发性的语言，

往往能够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可见语

言对于教师尤为重要。作为还走在路上的青年教师，还需要不断的品味教师语言

魅力。未来，我将继续在研读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付诸实践，力争在阅读中提

高认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