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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的看门道（五）：看课与分析教学语言

于素梅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00088）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是一切

教学活动最基本的教学行为。而且，体育教

学从课的开始到结束部分，教师与学生会通

过若干语言形式来进行教与学的交流，因此，

体育教学语言不仅仅包含教师的语言，还应

该包含学生的语言。但哪些语言是适当的，哪

些语言是有问题的？教师对学生学的各类语

言（如提问等）做了什么回应？应该做什么回

应？教师应如何在教学中通过语言技能实施

成功教学？本研究重点讨论如何通过看课了

解教学语言目前的现状，并分析如何有效使

用语言，以便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参考。

一、体育教学语言≠教师的语言
一般情况下，当人们听到或看到教学语

言这一概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教师

的语言，如讲解的语言、指导的语言等。实际

上，教学语言并非只是教师的语言，而是既有

教师教的语言，又有学生学的语言，因为，教

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活动，缺乏任何

一方都不能称其为教学。因此，体育教学语言

并非完全等同于教师的语言，而是“教师教的

语言+学生学的语言”。这种认识上的转变，

是正确把握与运用教学语言的关键。

之所以有人把教学语言直接理解为课堂

上教师的语言，主要原因是长期对学生学习的

关注不够，过去很多情况下都是只注重教师的

教，从备课开始，尽管有学情分析，但往往都难

以做到深入全面地分析学生，大都是形式化的

学情分析。进行教学设计时，往往关注的是如

何教，尽管有很多教师也设计了练习方式、内

容等，但究竟学生应该如何练习，大都只是涉

及到分组，以及如何分组等。至于学生可能在

练习中出现什么问题，在听讲或观察过程中提

出什么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教师顾及到

这些。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

教师开始逐渐关注学生的学习。笔者认为，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各种提问，

任课教师不可忽视。因为，学生语言有时能起

到最直接的反馈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语

言的判断与分析，调整教学进程或方式方法。

二、体育教学语言多视角归类
要想在看课的过程中较为全面地把握师

生语言的合理性，需要了解体育教学中语言

有哪些？从多视角进行分类有助于通过看课

把握教学语言的效果。

1.从语言发出者来分

由于教学是师生共同的活动，因此，教师

和学生这两个群体所发出的语言都属于教学

语言范畴，即教师教的语言和学生学的语言。

这两大语言都贯穿在课的始终，但相比较而

言，结合长期的教学观察与总结发现，几乎每

堂体育课上，教师语言都会远远多于学生语

言，但学生语言也是不可忽视的。教师语言根

据所发出语言作用的不同又可分为讲解的、激

励的、批评的、指导的语言。根据所使用的时

机不同，教师会运用不同的语言来组织课堂教

学。学生的语言尽管在课堂上出现的数量不及

教师语言多，但也有多种形式，如提问的语言、

回答的语言、内部语言、指导同伴的语言、讨论

的语言等。体育教师要能善于观察并记录学生

的各种语言形式，以便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

2.从语言的作用来分

不同的语言在体育教学中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概括起来，基于语言在课堂上所发挥的

作用，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向语言和负向语言，

正向语言包括讲解的语言、指导的语言、评价

的语言、提问的语言、答疑的语言、过渡的语言

等；负向语言主要指不恰当的语言或不文明的

语言，如讽刺挖苦的语言、辱骂的语言等。各种

正向语言在体育教学中发挥着正面作用，如讲

解的语言，是通过对动作要领的讲解让学生对

运动技术有一个初步认知，再通过观察示范和

不断地练习逐步掌握运动技术。又如，评价的

语言，无论所做出的评价是好还是差的判断，

都能够让学生或教师有一个真实的反馈，通过

这些评价的语言反思教或学的问题。而负向的

语言中，如讽刺挖苦式的语言，在教学中起的

作用恰好相反，不但不能激励，而且有时会大

大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的积极性。如，在

一节武术课上，教师看到一个孩子压腿的时候

韧带较差，就说“朽木不可雕也”，这样的语

言已经不能说是不恰当，而应归为不文明的语

言。同样，有时也偶尔会有学生挖苦教师的语

言，如，在一节女生班的篮球课，一位女教师

给学生做投篮示范，当两次投篮都未能投进

时，一位女生调皮地说：“老师你真棒！你咋还

没有进啊！”这样的语言会给教师带来一定的

刺激。但这样的语言同样能给教师提个醒，一

方面需要教师自身提高运动技能水平，另一方

面需要提高教学技能。如，在示范带有命中率

的运动技术时，教师如何正确引导学生，把握

好观察部位与方法，不同教师有着不同的方法

技巧，具有一定教学技巧的教师应该能够通过

学法的指导把学生的观察焦点从篮圈引向观

察教师示范的全过程。如果学生在观察教师的

投篮示范时能够如此，讽刺挖苦教师投篮不中

的现象就能大为减少。

3.从语言的形式来分

体育教学中的语言如果从形式来分，可

以将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这是基于

语言发出的部位不同而确定的。这两种语言

比较来看，口头语言占据主导作用，肢体语言

是辅助作用。口头语言既有教师的语言也包

括学生的语言；肢体语言也不只是教师的肢

体语言，实际上，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也会时

而出现学生的肢体语言，如，当教师提问的时

候，学生举起手要求回答问题，尽管学生没有

发出任何声音，教师也能够明白学生的意图。

有时，教师并没有提问任何问题，学生也会在

听讲、练习等环节举起手，表明学生有问题要

提问教师，而不是要回答问题。此外，学生在

听讲或观看教师做示范时的各种表情，也无

形中透露出学生听讲的效果，如，在听讲或

观察中将眉头皱起，大多数情况下表明学生

没有听明白或没有看清楚。当然，对于那些不

认真听讲的学生来讲，或许皱起了眉头说明

听得不耐烦了。然而，并非依据学生的表情都

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有时只是起到一个辅助

判断的作用，但是，教师不可完全忽视学生在

体育学习活动中的肢体语言。

除此之外，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还会有

更多的类别划分形式。如，根据体育教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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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效果可以划分为有效语言和无效语言，

或亮点语言、普通语言、问题语言等。

三、体育教学中的问题语言
体育教学语言从课的开始到结束几乎是

无处不在的，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是积极的、

正向的，有些语言即便是想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或鼓励作用，但有时由于使用不当可能会适得

其反。了解体育教学中的问题语言对准确掌握

体育教学有效语言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所谓问题语言，就教师的教学语言而言，

一类是想达到但实际上未能达到积极正向引

导作用的语言，如，本来是想表扬学生，却没有

达到激励作用，反倒有可能会表扬一个而打击

另一些；另一类是不恰当、不文明的语言，如，

当学生学动作掌握速度较慢时，教师对学生所

发出的“笨得像头猪”等属于不文明语言；还有

一类是中间型语言，这类语言可能是可有可无

的语言，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语言。众所周

知，体育教学要求精讲多练，凡是不能起到积

极引导或发挥正向作用的语言应尽量避免。当

然，还有一种情况，个别教师有重复语言的习

惯，其中，过渡性语言的重复现象尤其突出。

就学生而言，问题语言有时也会偶尔出

现，如，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学生除不注意听

讲外，还不时地会打断教师的讲话，扰乱教师

讲解的思路；还有的学生在教师做示范时，提

出些离奇的问题或不合乎常理的要求；有的时

候，上课过程中学生不认真听讲和练习，而是

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更多的是谈论与学习

无关的话题；也有的是直接与教师顶撞；或者

当教师让学生练习时，有的学生会说出一大堆

的理由逃避练习等。此外，还有的情况是，学

生会发出不文明的语言，如，当看到一位教师

在操场上跑步时，一位学生说，“兔子才跑步

呢！”这样的不文明语言让教师深感无奈。但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受到学生不文明语言对待

的教师是否需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有做得不

到位的地方。当然，并非都是教师的错，很多

情况下，是学生缺乏对教师最起码的尊重。

四、看课分析教学语言的视角
看体育课分析教学语言时，可以从多个

视角切入，而且看听的方法也有若干种，下面

以几种比较有效的视角与方法加以分析。

1.从教师教的语言切入看课

体育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多种多样，

而且不同的教学时间段会用不同的教学语言，

如，开始部分集合整队后的常规语言“今天学

习的主要内容是篮球单手肩上投篮”等用于

宣布课的内容的语言，做徒手操时发出的动

作指令（口令或基本要求）等；基本部分讲述

动作要领的讲解性语言，指导学生练习并纠正

错误动作的指导性语言，提出问题让学生探

究学习的启发引导性语言；结束部分小结课的

总体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总结性语言等。其中，

各个环节还有表扬、批评、过渡等语言出现。

教师的语言各种各样，有些语言具有明

显的技巧性，有些语言或许不太恰当。有些语

言是口头的，有些语言是肢体的，作为看课者

要全面了解教师的语言，并需要全方位地对

教师的语言进行记录和分析，无论是好的语

言还是差的语言，从教师的教学语言切入时

应能够全面地把握。

从教师教的语言切入，在课的全过程中

教师有哪些语言？有无亮点语言？有无问题语

言？给看课者带来哪些启发等都是看课时关

注教师语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2.从学生学的语言切入看课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语言在教学

的各个环节中也可能出现，而且语言形式也

会多种多样，就口头语言来讲，有学生与教师

相互交流的语言，有听讲过程中尚未听懂的

质疑性语言，有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提问

性语言，还有在学习过程中与同伴相互交流

的语言，如，与同伴相互讨论探究问题的语

言、同伴之间相互指导的语言等。就肢体语言

来讲，当教师提出问题后需要学生回答时，有

些学生有可能会举起手示意回答问题，还有

的学生有可能用摇头的方式拒绝回答某一问

题。除此之外，在练习过程中，不免会有个别

学生态度不积极，从学生做练习时的情况能

够做出判断，实际上学生的练习积极性也可以

理解为是一种语言，积极性高的学生练习的

次数、动作到位程度都有所不同，如，由偷懒

现象的练习，可以判断出是学习的积极性不

高的表现。尽管学生并没有通过口头发出任

何声音，但能够细心地观察和分析判断的教

师，还是可以通过学生在练习过程中的各种

表现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从学生学的语言切入，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教学的全过程所有学生都发出有哪些语

言？有无特殊语言？其特殊性何在？有无问题

语言？问题语言产生的根源何在等。

3.从亮点和问题语言切入看课

体育教学中的语言，无论是教师语言还

是学生语言都有可能出现亮点语言、精辟语

言、技巧语言等，还有可能在课堂上出现影响

教学效果的问题语言。如果在看课时能时时

关注到这些语言，对促进语言的有效性以及

避免问题语言在课堂上再次出现将起到积极

的借鉴作用。

亮点语言有的发自教师，有的来自学生，

这些语言在促进教学效果方面都将起到最积

极的作用。如，当学生跑步难以坚持的时候，

教师说“来，我和你一起跑，比一比看谁先跑

到终点”。这样的语言一般情况下能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有时这样的语言是由学生发生

的，如，一位小学生听到教师布置跑步任务就

心里发憷，当教师发出这样的指令后，这位学

生说“老师，您能陪我一起跑吗？”结果这样

的语言还挺有效，任课教师陪着这位学生在

操场上跑起了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当发出

这样的语言时，给对方带来的大都是激励和

引导。还有的时候，在维持课堂纪律方面，有

的教师的语言也能起到积极的正向引导作用，

并能迅速达到目的。如，在小学的一节体育课

上，当教师组织完小组之间的游戏比赛后，两

组学生由于对比赛结果有争议争吵了起来，差

点儿还动起了拳头，教师没有拉劝，更没有批

评任何一个或一组学生，而是说“看哪一组同

学先站好？”这时，无论是其他学生还是相互

争吵的学生都迅速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静静

地等待教师发出下一个指令。这样的语言在

维持课堂纪律方面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又如，

天津小学二年级的一节跪跳起课，在练习过

程中，一位女生走到教师面前说：“刘老师，一

会儿我也想给大家做一次示范。”教师的回答

是：“一会儿你先给刘老师做一遍，如果做得

好，刘老师就让你给大家做示范。”这样就在

无形中给予了这位小朋友以支持与鼓励。

问题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更有关注的

价值，因为，只有了解了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

语言、问题类型以及产生问题语言的根源，才

能在教学中尽可能地避免问题语言出现。如，

不切实际的过度表扬，不但不能起到好的激励

作用，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起到消极作用。有

些批评的语言处理不当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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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如，有位教师这样说一个跑得慢的学生

“你跑步怎么和乌龟一样？”结果，学生后来

跑得更加慢了。另外，还有些语言是错误指导

性语言，当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出现错误，教师

想给予正确的指导，但又不能清晰地说出问题

产生的根源，而且指导的时候还不能用正确的

语言引导，如，有教师在指导中说“你那样做

不对，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到底该

如何做实际上该任课教师并没有讲清楚，这样

的语言就不利于学生提高练习的有效性。

从亮点与问题切入，关键是看有无亮点？

有多少亮点？这些亮点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启

发？有无问题？是否是需要改进的真问题？这

些问题将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4.从专题语言切入看课

体育教学中根据语言所发挥的功能或

作用可以将体育教学语言划分为讲解语言、

指导语言、激励语言、批评语言、过渡语言等

等。看课者可以根据需要从某一类专题语言

切入，如，从讲解语言切入，了解讲解语言运

用的情况，总结其技巧方法，发现不利于促进

教学效果的语言现象。

在看体育课的时候，由于教学中的讲解

几乎在所有类型的体育课上都有所要求，因

此，对于看课者而言，有必要单独就讲解的

语言进行专项分析，而且，体育课要求精讲多

练，教师在教学中是否做到了精讲？精讲的

度如何把握？需要看不同教师体育课上的讲

解，或同一教师不同时段体育课上的讲解，通

过不断地总结才能达到对讲解语言的全面系

统地把握。有些教师讲解方法非常得当，学生

听讲后很快能领悟动作做法，以及教师的意

图。而有些教师讲解的语言除了不够精炼，还

有可能出现讲解错误或死板的背诵式的讲解

形式。基于此，及时了解教师讲解语言的合理

性、有效性、准确性，以及是否出现有讲解的

技巧等都是看课时需要重点把握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视角可以切入了解

体育课上的教学语言，如从整体切入，从头至

尾记录教学中的全部语言，然后再归类分析。

五、看课分析教学语言的步骤与

方法
对于看课者而言，确定了看课的视角只

是迈出了第一步，准确分析教学语言的难题

是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与技巧全面而系统

地掌握教学中出现的各种语言。下面按看课

的步骤，介绍几种具体的操作方法。

1.记录法

在看课的过程中，有些教师善于记录，而

有些教师并不善于记录，但对于分析教学语

言来讲，如果不及时记录教学中出现的各种语

言，就难以对语言进行分类分层，更难以进一

步分析语言的优劣，对于看课者而言也很难得

到更多更大的收获。基于此，及时地、全面地、

准确地记录是分析教学语言最基础的工作。从

记录的内容上来看，要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具

体；从记录的形式上来看，记录要尽可能多样，

如，用文字、符号、图示等方式都可以做好对语

言的记录。如，好的语言和差的语言就可以分

别用“√”和“×”辅助标注，以示区分。有时，

当记录速度难以跟上语速的时候，也可以用各

种符号替代文字，也可以用图示标注，如，对于

两人一组进行的行进间传球练习，可以用两个

小三角或小圆圈代表两个学生，用虚线代表传

球路线，用箭头表示传球移动方向。

2.归类法

看完一节或多节体育课后，如果采用记

录的方法，即便只是一节体育课也会记录很

多师生语言，被记录下来的语言难以直接进

行分析，应该对所记录的语言进行梳理，并大

致分类。分类的视角可以是多元的，如从教师

和学生的角度进行分类，还可以按语言的作

用进行分类整理，也可以按语言的效果进行

分类等。只有有了初步的分类，语言的归属关

系才能够相对比较清晰。比如说对某专题语

言的记录，如单纯的对讲解性语言的记录，

我们可以把不同教师的语言做一个横向的比

对，分出哪些教师的讲解效果更好；还可以对

一位教师各种类型的课上的讲解语言进行纵

向归类与比较，比较其差异性或变化情况等。

如此归类，将为分析奠定一定的基础。

3.分析法

记录下来的教学语言，通过梳理归类后

就要进行分析，在分析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理

论基础和基本能力，也就是说，要能够对语言

有一个基础的判断能力，并能把握什么样的语

言是有效语言，哪些语言是问题语言，只有有

了判断能力，在分析的时候才能做到全面而深

入。分析体育教学语言根据需要切入，假如需

要分析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所有语言类型及

原因，在前两步记录与归类的基础上，需要逐

类展开分析，可以分析学生回答问题的态度、

形式与内容，愿不愿回答，都有哪些学生在回

答，答案是否正确，有多少错误的答案，为什

么会出现错误的答案等。还要分析学生在体育

课上的各种提问，如，在中长跑教学过程中，

有学生问：“老师，我怎么跑着跑着感觉到呼

吸难受啊？”在跳山羊课上，有女生问：“老师

我怎么总是不敢跳啊？”等等。看课者综合所

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提问内容，分析判断这

些都是哪类问题，进而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

问题，应如何解决。在分析这些提问的同时，

还需要关注或附加记录教师对学生提出各类

问题的应对情况，是不管不问？还是认真思考

并逐一作了回答？分析得越全面、深入，所获

得的信息越有价值和意义，收获也就越多，否

则只看不分析，看课的目的意义不能得以实

现。分析需要向纵深延伸，如刨根问底式的分

析，切忌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4.总结法

无论是什么样的看课目的，看课分析教

法、学法也好，看课分析教学语言也好，最后

都需要一个总结过程，做到看课有始有终。一

方面需要总结看课的过程与看到的结果；另

一方面，需要对所看的课进行教学反思，看

课的方式方法有无问题？切入点找的是否准

确？是否在看课结束以后在切入点或方式方

法方面留有遗憾？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哪些

对自己的教学有启发或借鉴意义等等。不但

要总结，还要将总结落实到文字上，而且，最

好能够在每次看课分析后都及时将其总结出

来，总结得越全面收获越大，自我提高的价值

越明显。但在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要能够与

他人有所交流，如与任课教师交流，与一起看

课的同事交流。如果看的是一节课例光盘，

最好能够对完整课例反复看或关键环节重复

看，以准确把握教学语言。假如课例后面附有

专家点评，最好能够参考专家点评，完善自己

对课上教学语言的判断，最终总结出相对比

较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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