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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教育成功的桥梁

课堂上所有的教育教学行为都是在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中进行的，师生在思想

碰撞、意见交换、多向交流中实现知识的生成和思想的交流。然而如果师生间的

沟通是流于形式，就会失去效果。因此，教师要探寻有效的沟通方式以保证课堂

管理的顺利进行。为此，我特别关注学生的情绪，并力求增添课堂提问的含金量，

根据学生的表现控制课堂的走向。

关注学生的情绪

无论教师和学生，都不可避免被外界因素影响而出现情绪波动。在情绪不稳

定时，教师如果未加了解情况而轻易对学生进行指责或批评，就可能引发师生间

的冲突。因此，教师首先要关注学生情绪，了解学生某些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而

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纠正。同时，如果学生有了异常行为之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并可以进行自我纠正，教师就不要过度管理，以免造成学生的抵触情绪而适得

其反。

案例一：

上课铃响之后，我走进教室，发现教室里的气氛不同寻常。黑板没擦，地上

有些垃圾，学生在座位上表情沮丧，有人还恨恨地敲桌子。我压了压心里的怒火，

首先请值日生把黑板擦干净，然后问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告诉我说上节课

是体育课，他们与邻班的足球比赛输了，并且输得很不服气。看来这节语文课无

法顺利进行了。我没有立即说话，只是站在讲台上静静地看着大家。教室里慢慢

安静下来之后，我请大家说说输球的感受。开始，有同学义愤填膺地指责裁判不

公平，进而有人开始指责球队的战术错误。而球队成员立刻进行反驳。眼见气氛

有点僵硬，我开始问大家什么是体育精神，什么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依然有

同学情绪比较激动，但班级里已经开始有了理性的声音：一次比赛不代表什么，

下次努力就是了；球队成员已经很努力了，对手也确实很强大……终于，有同学

开始嚷：我们已经耽误了半堂语文课了！——学生们脸上开始露出惭愧的表情。

我说：耽误半堂语文课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但是不能平和地对待输赢得

失，输了就发脾气，不会调整情绪，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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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一位同学的语文成绩比平时差了很多，令我大

跌眼镜。此时学生的情绪都非常敏感，因此我没有立刻找她进行谈话，而是先观

察了一下她的课堂表现，一切并无异常。两天之后，我试探性地向她提起模拟考

试成绩，她对我说：“老师，我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没考好，所以没去看考试分数

和排名，因为不想影响自己的情绪。但是我把考题重新做了一遍，现在已经没有

大问题了。”我微笑地向她点点头，没有继续询问下去。不久以后的高考中，她

的语文成绩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水准，总成绩也很令人满意。

增加提问的含金量

提问是课堂上最基本的沟通行为。课堂管理是否有效，与提问的质量密切相

关。课堂提问是否有质量，主要取决于提问是否可以启动学生的思维。需要学生

思考的问题就是好问题，不需要学生思考，只需应声附和的问题则是差问题。

教师的课堂提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设问，即教师自问自答；表态

问，即“是不是？对不对”一般学生都会回答“对”；记忆问，即让学生复述一

些学过的知识；逻辑问，即需要学生进行逻辑思考之后综合分析而的出答案；探

究性思考问，即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学生经过探究之后得出答案，观点成立即可。

显然，设问与简单的表态问对于师生互动几乎没有实际的作用，有些教师常常问

学生“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是自己讲课时的口头语而已。因此，在课堂上应

该尽量避免这两种问题。记忆问和逻辑问则是比较必要的，可以检查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但这两种提问依然是单向提问，即教师掌握标准答案，学生

只需正确回答即可，没有拓展思维的可能，也不存在生生互动和学生向教师发问

的过程。因此这类提问不可以占据课堂的全部。相比之下，能够点燃师生思维火

花的问题则是探究性思考问，这种问题可以由教师或学生任意一方提出，由师生

共同讨论。由于这类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此学生可以摆脱束缚，多角度进行思

考。在师生讨论中，经过不断的立论和驳论，既锻炼了思维能力，也锻炼了表达

能力，更培养了综合分析的能力。

在课堂上，准确观察学生的状态，并正确选择答题对象也很重要。有时，教

师提出的问题有一定难度，学生不能够立刻想好答案并做出回答。经过思考后，

会有部分学生对自己的答案不够有信心而不愿贸然举手，还有一部分学生是确实

没有思路而无法主动回答。在课堂一时陷入静默的情况下，教师就要准确观察学

生的状态，对跃跃欲试但有些顾虑的学生进行点名。如果此时教师点名的同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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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想好，只会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以及被提问学生的紧张。

按照课堂的生成控制课堂走向

课堂的预设和生成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学生有时出乎意料的回答常会左右课

堂的走向。此时，教师可以因势利导，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和接受能力临时课堂

内容。

案例：

一次古文课上，我预设的语法难点很快被学生接受并理解，但有同学对于文

中人物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认为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观。这一观点得到了其

他学生的赞同。此时，按照预定的课程安排讲下去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于

是我开始组织学生对古今价值观的异同展开讨论。尽管与课堂预设有一定差距，

却收获了更好的效果。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深感沟通的重要性。沟通可以令师生间拉近感情，彼此信任，

和谐的师生关系必然形成和谐的课堂氛围，从而令教育变得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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