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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讲授法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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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讲授法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开启智慧，培养能力，

陶冶品德的一种方式和过程。要取得良好的讲授效果，教师就要注意讲授的科学

科、形象性、情感性、适应性、启发性。  

  [关键词]讲授法  ；科学性  ；形象性 ； 情感性 ； 适应性  ；启发性  

 

  讲授法是教师运用语言系统以多种方式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信息的一种

方法。这种方法运用的恰当，就能提高讲授的效果和质量，否则就会影响讲授的

效果和质量。作为一名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研究和掌握讲授的艺术，使

自己的讲授具有艺术性。  

  一、要使讲授具有科学性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知识体系，是人们对主客观

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英国

教育家斯宾塞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①美国教育家

杜威认为，“科学在教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无法估计的地位”②讲授要达到科学

性，首先要有科学的内容。讲授的内容要经得起实践检验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

即内容要准确无误，符合实际，毫无虚假，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其次要有科学

的态度。讲授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不能有半点虚假。再次要有科学的语言。教师要用该科的专门术语，

讲“行语”，有必要用通俗说法时也不能与专门术语相违背，并且要用普通话讲

授，使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词汇、语法、修辞，力求语言清晰、准确、简练、形象、

条理清楚、通俗易懂；讲授的音量、速度要适度，音调要有抑扬顿挫，富有美声。

最后要有科学的方法。讲授的方法要多样化，富有灵活性，方法要符合学生的心

理特征，具有适应性，容易使学生接受。  

  二、要使讲授具有形象性  

  形象性是讲授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讲授过程中，教师要对讲授内容进行加

工，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变为学生易于接受的知识，要借助于语言、表情、动

作、直观实物、绘画及音响等手段，对讲授内容进行形象描绘。这是学生理解、

接受知识的首要条件。有的学者把教学的形象性称为教学的表演性。罗伯特•特

拉弗斯在《教师——艺术表演家》一文中说：“教学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

它区别于其它任何表演艺术，这是由教师与那些观看表演的人的关系所决定

的。”讲授表演是教师一切外显行为的综合表演，它包括教师的衣着打扮、表情

态度、身姿动作、实验操作、口语板书等因素。讲授表演要采用学生可接受的方

式，照顾到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征。而且这种表演直接具有社会伦理价值，即

教师在表演中不仅向学生传播知识，启迪智慧，促进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

做才给学生以示范。教师要自觉的“言传身教”、“教书育人”，这是教学表演

与其它表演活动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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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形象性的诸多因素中，教师语言的形象性是最主要的。教师借助形象化的

语言，通过比喻、修辞、类比等形式，就会把要讲授的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具

体，使学生立得要领，顿开茅塞，透彻理解。教学实践表明，越是抽象的概念，

讲授中就越需要形象性的描述。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其内涵。  

  三、要使讲授具有情感性  

  讲授不单纯的是传递知识信息的认知活动，而且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

流。这种情感交流水乳交融地渗透和贯彻于传授知识的全过程。从教的方面看，

教师要完成教学任务，塑造美的心灵，不仅要晓之以理，以理喻人，而且要动之

以情，以情动人。情理结合，是讲授的基本要求，也是讲授能够具有感染力的重

要条件。  

  讲授的情感性，要求教师的教学要充满感情色彩，以真挚的感情去感染学生，

撞击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倾心学习，主动参加教学活动，从而取得好的讲授效果。

特级教师于漪教学的成功，就在于她不仅遵循教学规律，而且总是把自己的感情

融汇于讲授之中，以自己对教材的深刻理解和炽热的感情去教书育人。在教朱自

清《春》一文时，她通过描述，把学生的思绪带进了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大自

然之中，使学生顿感心旷神怡。而在教散文《周总理，您在哪里？》一文时，学

生却是热泪盈眶，全场皆悲。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师生感情上的交流和撞击，是

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讲授效果的。  

  讲授中的情感交流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教师语气上的肯定，表情上的默许，

师生间人际距离的接近，往往都能使学生受到教育和鼓舞。这种情感上的共鸣，

能开启学生智慧的门扉，促使他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四、要使讲授具有适应性 

这里讲的“适应”，是从广义而谈的。它包括自然适应、社会适应、思维适应。捷克教育家夸

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说：“适应自然”是教育的基本原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补充了适

应社会，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对适应思维作了论证。  
  讲授的适应性是学生认识规律的反映，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用已知求未知，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

该学科的基本结构。”③讲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澄清疑点，揭示联系。只有这样，才

能使学生掌握知识，并转化为能力。  
  讲授要把书面语转化为口头语，一方面要使学生听得清，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听得懂，做

到“十不用”：不用生造词、土语、废弃的旧词、冷僻的行业术语、少数民族谚语、难以理解

的典故、修饰成分太长的长句、语法修辞的病句、半文半句的语言、口头禅。  
  五、要使讲授具有启发性。  
  讲授的启发性包括三层含义：“（1）启发学生对学习目的意义的认识，激发他们学习的

兴趣和热情，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主动性；（2）启发学生的联想、想象、分析、对比、

归纳、演绎，激发他们积极思考，引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3）启发学生的审美情趣，

丰富学生的思想感情。”⑤这样，才能提高讲授效果，防止和纠正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才能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教学活动的重点

已从“教师为中心”转移到“学生为中心”，从讲授知识为重点转移到培养能力为重点。因此，

讲授是否具有启发性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了教师与学生双方的积极性，体现在教学

中，不但有讲授方法的更新，还有讲授程序的变换。  
  总之，教学是个复杂的过程，讲授法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之一，历来为教师所采用，明确

讲授法的要求，对教师的教学实践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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