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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认为教师乃“人之模范”，今人则誉之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的体会是：教师工作是值得用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事业。
它平凡而伟大，通过“桃李满天下”，同样可以给社会创造丰硕的物资和精神财富。
由于教师的使命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教书育人，因而当教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正确的
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二是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三是要有较强的教学教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
　　有人议论某教师讲课“如在画一条平滑的曲线”，这是说老师讲得清楚、流畅，学生听得明白、
从容；有人议论上某教师的课“如享受一次盛宴”，这是说老师的课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学生学得
兴趣盎然，获益多多；有人说某教师上课“枝叶繁茂，主干不清”，这是说老师可能很有学问，但内
容处理不当，以致模糊了重点和关键，使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教导，学
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师生相处如知心朋友；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教导，却常常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
触，师生关系十分紧张。
这些都说明教师口才十分要紧。
　　教师口才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巧的问题。
教师的思想和观念是教师语言的灵魂；教师的学识和能力影响着教师语言的内容；教师的智慧和经验
影响着教师语言的方式；教师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决定着教师语言的效能和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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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人学习什么，往往希望走捷径，找诀窍，求速成，不愿意花打基础的功夫。
须知，越是高超的本领，要求越高，越需要优良的素质和认真的态度，也越难学到手。
“师也者，人之模范也。
”人们对自己模范的要求有多高，要学得当一位好教师的本领就有多难。
    “佛不在庙里，佛在路上。
”培养教师口才，最需要“好学”、“力行”、“知耻”的态度——爱好学习才可能接近教师口才，
努力实践才可能掌握教师口才，知道为不足而羞耻才可能不断推陈出新、完善教师口才。
在这个意义上，优良的教师口才又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
多大程度上拥有，什么时候拥有，则完全取决于教师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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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教师口才对教师语文素养的要求　　1.要注重自身和学生的人文情感的培养。
努力克服片面教育、庸俗教育的倾向若问“为什么教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是，“为中华
崛起而教书”毕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追求。
就实现“中华崛起”的时代条件看，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科学文化知识，更需要
激发亿万青少年和广大民众一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文化风尚，培养求真、求善、求美的意识和
务实、创新、竞争的精神，而这恰恰是我国学校教育远远落后于欧美的薄弱之处，也是我国基础教育
长期存在的弊端。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科学和人文的思想一点一点地照亮了头顶的天空，我们才有了现代意义的社
会环境。
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科学态度是立世之基，人文情感是为人之本。
人文情感的培养与科学技术的学习同样重要，而前者是以追求人性完善、人格健全为终极目的的教育
，没有了这个目的，教育就没有理想和信仰，就会庸俗不堪。
所以，我们都承认“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并且赞成将教师的工作叫做“教书育人”。
但是，施行何种教育更有效呢？
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先生就曾指出：“教育的对象是文化生长。
教育若能陶冶人格而推动社会生长，便算尽了能事，此外实在别无捷径。
”①这个见解很有道理。
　　本来，自然科学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传递科学文化、提高生产效率、促
进物质文明建设的任务。
但是，科学教育一直存在重实用、轻人文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极端倾向。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染上了明显的工具性和趋利性色彩，他们即使掌握了一些实用的科学技术知
识却未必真正理解了“科学”。
加之对于诸如社会、人以及科学与社会及人的关系所知甚少，因而，成了片面发展的“工具的人”、
“经济的人”。
这些年，一再出现高学历、高职称的人见利忘义，以学谋私，弄虚作假，一有职权就妄自尊大，私欲
膨胀，贪污腐化，甚至利用科技手段诈骗钱财、实施犯罪，参与危害他人生命和社会安宁的丑恶活动
的现象，就是这种片面教育、庸俗教育的恶果。
　　对于这种情况，早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告诫大学生：“如果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
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
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
”①针对社会上一些人追求“生物存在的意义”的情况，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讲到：“我从
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
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会是空虚的。
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②　　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中。
人文素养的培养比科技知识的学习更具基础意义，因为人文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总支撑。
这种支撑作用具体表现为理性的思维、宽容的胸怀、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
作意识等等。
人文素养的缺乏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事物发展的判断力，而这些
能力都是创造能力的重要内涵。
现在，面对和平发展与科技滥用的尖锐矛盾，如何把科学的应用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世界
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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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科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理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
然而，当下我国的学校教育却进入了一个怪圈：从幼儿园到高中都让学生越级“学知识”、“学考试
”，追名逐利；进人大学，要面对社会了，，才反过来学习幼儿园小学生的生活规则，补学“做人常
识”，强调人文情感。
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这种纠正必须从学校教师教育劳动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开始。
　　2.要注重民族和人类先进文化的承传。
自觉抵制落后文化、不良文化的影响　　19世纪的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就认为，教师应当努力提高自
身的文化素养，跟上现代教育的进程，这样，“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克服人类无知和恶习的大机构中的
一个活跃而积极的成员，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人，是那些争取真
理和幸福的人的神圣遗训的保存者，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活的环节⋯⋯他的事业，从表面来看虽然平
凡，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
”①学校是培养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场所，教育代表着社会的理性和良知，无论外部环境状况如何，学
校教育不能离开理性，校园和课堂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文阳光的照耀。
在这个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的社会“转型”时期，教师更应该站稳立场，发挥对不良文化的批判作用
和匡正作用。
要努力学习和传播先进文化，勇敢抵制和批判落后文化和不良文化。
特别是对于深刻影响国人思想行为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选择传播。
正如朱大可教授最近在“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的演讲中所言，我们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
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他认为，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
我们总是习惯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
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第二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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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口才基础》以“基础”为名，意在通过它为有志做“好老师”者，提供一套可以为教师口
才奠定良好基础的参考材料，借以找到培养和提高教师口才的根本和起点。
在话题设定、知识介绍、理论阐释和例证使用上，尽量联系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生活实际，使之具有
较高的理论水准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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