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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humorous language in the classroo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ut a part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till doesn’t take it se-
riously. In the u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humor, there occur a lot of problems: inversions, vulgari-
ty, improper timing and inaccuracy. In this regard,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classroom 
observation, case analysis, we elementary analyze the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we put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so as to consummate the humorous 
teaching languag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teachers, from which students can achieve good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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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越来越受重视。但仍有一部分初中语文教师不以为意，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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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出现了本末倒置、言辞粗鄙、时机不当、有失分寸这些问题。对此，本文结合文献分

析法、课堂观察法、案例分析法对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教学幽默语言所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

原因浅析，并从教师角度出发，提出具体的对策，从而完善初中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提高初

中语文教师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水平，让学生达到良好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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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语文课程改革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明确指出：“时代的进步要求人们具有

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1]。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学幽默语言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部

分初中语文教师不了解教学幽默语言的“特殊性”、“规定性”[2]，在使用教学幽默语言时出现了本末

倒置、言辞粗鄙、时机不当、有失分寸这些问题。实践中，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教学幽默语

言由于缺乏理论性知识、幽默素材低俗、时机把握不好、使用尺度偏颇而出现的以上问题，需要针对性

地制定具体对策，优化初中语文教师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使用策略和方式方法，营造轻松、积极、活跃

的课堂氛围，进而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效果。 

2. 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存在的问题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指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结合教学实际情况，灵活使用幽默诙谐的教

学语言。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不仅诙谐幽默，还应该具有更深层次的韵味，能够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集中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注意力。通过教育实习期间对实际初中语文课堂教师使用课堂

教学幽默语言的观察和查阅文献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使用上，存在

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 本末倒置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使用是为课堂教学效果服务的，不是“为幽默而幽默”。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对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将幽默诙谐、引人发笑作为了主要目的，甚至影

响了课堂的教学效果。例如：一位语文老师在上初三年级的语文课时，上课铃声一响，这位老师走进教

室准备上课，可由于上一节课这个班的学生上的体育课，学生运动后激动的心情有点难以平复，走上讲

台这位老师就对学生们讲：“闹什么闹，闹洞房还是闹出家？”这时会意的学生笑了一笑，便开始安静

了下来，可恰巧这节课班长因为上厕所上课迟到了，站在教室外打报告。这位老师忘了他一眼说：“我

曾以为你是最爱我的人，没有想到你竟然还上课迟到，果然是最爱我的人才会伤我最深，唉，心凉凉，

这凉凉可远不止三生三世……”这时有的学生立马回答：“老师，我们可爱死你了，你是我们最爱的人。

“不，我已经结婚了，求求大家不要来破坏我的家庭……”就在这样老师和学生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幽默

话语中，课堂已经过去了 20 多分钟，一节 40 分钟的语文课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的时间，可这位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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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学习内容。 
(二) 言辞粗鄙 
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应当是规范、庄重、高雅的，但是少数语文教师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使用了

一些趣味低俗的幽默素材。初中生还是未成年人，有的教师却在课堂中使用成人色彩的幽默言辞，不仅

趣味低俗，还对学生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例如：某一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一篇科技类课文的时候提到

了瓦特这位发明家，这位老师想借机问问同学们瓦特发明了什么来调动课堂气氛，便问学生：“你们有

谁知道瓦特发明了什么吗？”一个男生起身回答：“蒸汽机吧！”谁料想这一语文老师竟说：“说机不

带吧，文明你我他。”学生们哄然大笑，回答问题的男生却显得十分尴尬。此外，近年来许多网络流行

词开始进入课堂，但有些语文教师不加甄别，在课堂中“脱口而出”显示出自己“出口成脏”的高超语

言表达能力。例如，一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教导一位因为考试粗心做错了一道基础题的学生时，竟然说

出了“你是傻逼吗？”这样粗俗的言语。虽然在现代网络流行词晕染社会的大环境下，学生已经觉得无

论谁说这些话语都是正常现象，但放在课堂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言语显得有些粗鄙。 
(三) 时机不当 
“幽默是需要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实现的”[3]，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时

忽略了环境因素的作用，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地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

反。例如，一名语文教师在进行课文《藤野先生》教学时，为了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就模仿藤野严九

郎的口吻进行自我介绍：“我就是刘某某老师，江湖人称‘四眼先生’。”他拿自己“开涮”的做法起

到了很好的现场效果，学生们被他的幽默语言逗得哄然大笑，不但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还以形

象的方式对课文内容进行了展示，对这节课的教学效果起到了很好的提升作用。自此以后，这位刘老师

与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都非常亲密，刘老师也喜欢用“四眼”来称呼班里戴眼镜的同学，同学们不但没

有觉得反感和歧视，反而觉得异常亲切，毕竟老师也自称为“四眼”。直到有一天，刘老师要迎接县级

教学检查，一名戴眼镜的黄姓同学上课的时候迟到了，因此急匆匆地从外面冲进教室，在经过讲台的时

候不慎将刘老师准备的各种教具碰翻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整个教室的气氛都十分尴尬，刘老师

为了舒缓气氛，首先想到的是用自己惯用的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于是他说：“‘黄四眼’同学，你怎么

多带了两只眼睛还走不好路啊？”本意是想开玩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却搞得全教室鸦雀无声，气氛显

得更加紧张和尴尬了。 
仔细思考，在当时那种紧张而又尴尬的气氛中，学生自身无法判断教师的话是一贯的幽默还是对学

生的批评，而且由于高度紧张，他们也无心领会教师的幽默感；此外，教学检查人员对刘老师和学生们

日常幽默的方式和师生关系并不了解，只从话语上看，可能会误解为刘老师对学生不够尊重，语言带有

歧视性。试想，如果刘老师当时说：“同学们，今天黄同学是不是热情过头了。”效果自然会完全不一

样，既能缓解紧张的气氛，又能有效地避免产生误会。 
(四) 有失分寸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运用是需要恰如其分的，特别是需要对他人进行适当贬低的时候，如果分寸把

控不好，就会出现“乱幽默伤人”的问题。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处于相对强势和权威的位置，有

时会忽略学生的感受和承受能力，造成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有失分寸、尺度不当的问题。一位初中语文老

师在讲授陈毅的《梅岭三章》的过程中，本身教学语言比较平淡，学生们的听课兴致不是很高，老师本

人也想通过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提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时，有两名不认真听课的学生偷偷撕碎纸

屑玩耍，恰逢夏天，纸屑被电风扇吹起，颇有随风飞舞的样子。这位老师看到这种情况，随即借题发挥，

提高调门对学生们将：“各位同学请看，王某某同学与赵某某同学正在为我们诠释‘捷报飞来当纸钱’

呐!”学生们都被老师逗笑了，但是两名玩耍的同学却被老师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毕竟纸钱是祭奠故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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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是不吉利的象征。更为严重的是，这两名学生从此变得十分讨厌这位语文老师，进而十分讨厌

语文课，不是上课睡觉就是不配合教师的教学，后来甚至到了专门逃这位教师的语文课的程度。可见这

为老师的一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对学生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竟让学生产生了对语文学习的厌学情

绪。 

3. 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使用是必须讲求策略，必须恰当合理。如果使用不当，不但不会促进课堂教学

果，反而会对课堂教学起到反作用，甚至对学生建立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深入分析初中语文教师运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理论性知识缺乏、幽默素材贫乏、时

机把握不好、使用尺度偏颇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 理论知识缺乏 
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不仅要幽默诙谐，更需要具有“教育性”[4]、“审美性”、“得体性”。应该说，

娱乐性是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外壳，而教育性、审美性、得体性才是其实质，只有这四个特征并存，课

堂教学幽默语言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深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但我们很多初中语文老师都不了解关于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这些“特殊性”和“规

定性”，这些理论知识的缺乏致使许多初中语文教师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时陷入了误区，不能恰当

地处理“娱乐性”与“教育性”、“审美性”、“得体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娱

乐性”，让“娱乐性”占据了上风。此外，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是身心发展的快速阶段，好奇心强、

敏感等心理特征显著；同时，初中学生尽管注意力持久时间比小学生长，但注意力持续时间长短仍容易

外界因素的影响。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对初中生的生理、心理特点等理论性知识学习不够，出现了不恰当

的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让学生误解或者伤害学生的情况。 
(二) 幽默素材低俗 
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传媒技术、传播媒介层出不穷，整个社会都已

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社会语言和人们的语言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网络新词和网络幽

默语言段子的出现在了人们的学习生活中，也给语文教学带来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有的初中语文教师在

课堂中用这些网络新词或流行段子作为自己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素材，但却没有对这些素材进行严格地

筛选，为了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活跃热闹起来，竟然在自己使用的课堂教学幽默语言里加入一些粗俗低劣

的幽默素材，说出一些言辞粗鄙的话语。这类初中语文老师所储存的适用于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幽默素

材是非常低俗的，不具有营养价值。以灰色段子、黄色段子为主的不健康内容，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

的身心健康是极为不利的，可能对他们产生错误的引导；同时，初中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培养的起步阶段，

不健康信息带来的错误价值观会对其成长发展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 时机把握不好 
虽然与小学生相比，初中生的注意力持久时间明显长出很多，但是仍然容易受到自身和外界各种因

素的干扰。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将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配合起来，帮助学生保持长时间

的注意力。有的初中语文教师就没有抓住初中学生注意力的特点，错失了运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最佳

时机，没有将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效果发挥到最优化。例如，一位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发现课堂教学

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便讲了一个和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笑话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笑话讲

完后，课堂开始沸腾起来，学生们的学习情绪渐渐高涨，可这位老师觉得这样的气氛还不够，还是继续

讲这类笑话，但学生似乎已经听得不耐烦了，课堂气氛又逐渐沉闷了下来。不得不说，在使用课堂教学幽

默语言时，要把注意握好时机，学会见好就收，见机行事，这样才能发挥出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最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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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尺度偏颇 
初中语文教师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进行教学时并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需求，初中生正处于青

春期，是身心发展的快速阶段，但同时，这一阶段学生好奇心强而且比较敏感。初中语文教师在使用课

堂教学幽默语言，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是“物极必反”，

如果没有将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尺度把握好的话，就会出现“乱幽默伤人”的问题。初中的学生正

处于青春期，对周围人的话语极为敏感，可能有时说者本无心，但由于初中孩子特殊的心理特征，他听

出来可能就是另一番韵味，所以，凡事都要有个“度”[5]，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也不例

外，必须要充分考虑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敏感、自尊心强等特点，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时做到

恰如其分。 

4. 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所存在问题的提升对策 

结合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出现本末倒置、言辞粗鄙、时机不当、有失分寸的问题和

产生这些问题原因，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提出以下提升对策。 
(一) 加强理论积累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理论指导实践”。补充理论性知识短板最好的途径就是多看一些关于课堂教

学幽默语言的书籍和文献，掌握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必不可少的理论性知识，并且还应该认真观察和

分析书籍和文献中的案例，取长补短。例如，唐劲松的《让课堂充满幽默》，对上百个课堂教学幽默语

言使用案例进行了树立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策略

方法。 
其次，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是身心发展的快速阶段，好奇心强、敏感等特点显著，初中语文教师

应当针对初中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从初中生的身心特

点和思维认知方式出发，为他们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幽默语言，杜绝不恰当的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而

导致学生产生误解、对学生造成伤害的现象；再如，杨进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对更加全面地把

握中学生在青春期时心理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促进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在课堂中的有效使用也提出

了科学的建议。 
最后，“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因此，课堂幽默语言要建立在师生平等互

助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6]。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不同于生活中的简单幽默语言，

它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恰到，可以是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但如果运用不当，又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

武器，所以初中语文教师还要掌握在课堂中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得体性原则，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

成为一种讽刺，让学生无地自容，或使教师自己成为逗乐的“小丑”。 
(二) 积累高雅的幽默素材 
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但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建立在丰富的语言知

识的基础之上。初中语文教师想要做到谈笑风生、妙语连珠，需要从书籍、文艺作品、生活中积累丰富

的语言知识和幽默素材。 
1、生活中的高雅幽默语言素材 
生活是幽默语言的培养基，语文教师应当具备在生活中发现和提炼幽默素材的能力，注重从教师、

学生、周边人群、社会生活、新闻事件等方面的奇闻趣事、俏皮话、幽默段子等幽默源中提取素材，结

合教学实际进行加工处理，以备在课堂上选择性地使用。 
2、艺术作品中的高雅幽默语言素材 
艺术作品中也有很多可以适合运用于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高雅幽默语言素材，诸如小品、相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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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电视剧、谚语、绕口令、顺口溜等艺术作品和素材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幽默语言素材，这些艺术作

品中的幽默语言素材，无不妙趣横生，只要我们对其进行有甄别的筛选，通过自己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

进行加工润色，在课堂中灵活地选择运用便可获得良好的效果。 
3、教材中的高雅幽默语言材料 
“中学语文教材同样也是高雅幽默语言素材的富矿，在现行的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幽默

语言素材，只要认真发掘和积累就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效果”[7]。例如，《儒林外史》选篇《范进

中举》中的荒唐故事，《项链》中的讽刺情节，鲁迅先生为阿 Q 量身定做的精神胜利法等等，都是很好

的幽默语言素材，而且这些素材都是蕴含着作家的智慧的深入的思考，不但能够让学生开怀大笑、兴致

盎然，和可以让他们从笑声中领会更深层次的内涵。 
此外，初中语文老师面对的是一群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正在养成的青春期少年，所以，初中语

文老师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时，一定要注意内容上的雅俗共赏，让学生于开怀大笑时获得精神上美

的享受，这就要求初中语文老师在教学幽默语言素材的选择上不得不慎重。 
(三) 注重审时度势 
初中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不是随意的，初中语文教师应该学会审时度势。

何时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调动课堂气氛以及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时间的频率，都需要初中语文老

师发挥自身敏锐的观察能力，洞悉自己的语文课堂，既不能让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在课堂上只是一大推笑

料的堆砌，在课堂中泛滥成灾，也不能让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在语文课堂中无用武之处。 
1、课前导入阶段 
把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运用于课前导入阶段，可以让学生对本堂课内容产生兴趣，比如可以结合与课

文的有关内容给学生讲一个关于作者的故事、笑话或是与课文主人公有关的故事等。例如，一位语文教

师在教学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时，在正式进入新课内容之前，这位教师就给学生们讲了一个这样

的故事：在济南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济南的冬天爱上了济南的夏天，可是他们始终不能

相见，后来，他们为了能够在一起，济南的冬天干掉了春天，夏天灭掉了秋天，从此，济南的冬天和夏

天永远在一起了。学生们听完有几分疑惑，这时这位语文教师说道：“想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那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去探个究竟吧！”就这样，通过一个简短的关于课文内容的

故事，既勾起了学生学习课文的欲望，又自然地导入了新课。 
2、组织教学阶段 
初中学生虽然有意注意的时间比小学生要长，在课堂中，难免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涣散的时候，

比如，有一次一位初中语文老师正在上课，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了一只漂亮的花蝴蝶，学生们纷纷把目光

投向了这只花蝴蝶，这位语文老师发现了这个情况，便暂停了教学内容，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

知道为什么这只蝴蝶会飞来我们教室吗？”学生们纷纷以诧异的眼光望着老师，这时老师笑着回答：“因

为蝶恋花，你们是祖国的花朵呀！”学生们听完，会意的笑了，继续回到课堂学习内容。这位语文教师

就是巧妙地运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拉回了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3、委婉指正学生错误时 
一位语文教师在语文复习课上为掌握学生的课后复习情况，便请了一位同学到黑板上去默写《山市》

中的一些句子，当这位学生写到“惟危楼一座”这一句时，把“危”字写得特别的高大。这位教师在点

评时说道：“王同学已经通过他的书写告诉了我们这个‘危’字就是高的意思，你看他特意把这个危字

写得这么高，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个形容词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不能把字写得

这么高这么大，因为阅卷老师是最讨厌这样自高自大(字高字大)的学生。”这位语文老师就通过一个小小

的四字词语巧用，既帮助学生有趣地记忆了这个“危”字在文中的意思，又委婉善意指出了王同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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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错误，并提醒全班同学要注意考试的答卷书写规范，真可谓一举数得。 
4、课堂临近结束阶段 
若是临近下课时间，正好讲到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意犹未尽，这时语文教师可以适当地吊一吊学生

的胃口，如可以巧妙地化用相声的结束语“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这样就又可以激发学生对

下一堂语文课学习的兴趣。初中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是语文课的调节器，虽然可以在以上几个

时间段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但究竟在课堂中何时使用效果最佳，还是应该根据当堂语文课的内容、

课堂气氛等视情况而定，并且还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适量地使用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幽默语言。 
(四) 学习有关有效方法 
有丰富的积累，还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进行展现。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认真学习使用课堂教学幽

默语言的相关技巧，为在课堂上灵活巧妙、恰如其分地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打下坚实基础。 
1、借用多种体裁 
“歇后语的使用是常见的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方式之一。歇后语分为谜面和本意两个部分，在

使用的时候不一定要生搬硬套，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灵活的使用。想要机动灵活、游刃有余地使用

幽默歇后语，首先要多看、多读、多听，尽可能多地收集幽默的歇后语”[8]。歇后语不是成语，并没有

官方的、统一的出处，很多歇后语是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此应该丰富收集的渠道，往往越是具有地

方特色的歇后语，起到的幽默效果就更好；其次要加以整理，根据歇后语的内容、本意，思考邂逅适合

使用的场合，考虑其取得最佳幽默效果的方式方法，提前做好使用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遇到合适时机、

场合的时候能够顺手拈来、游刃有余；再者，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灵活地进行艺术加工。例如，当

形容只看到别人缺点、看不到自身问题的人的时候，可以使用“背心上挂镜子——照人不照己”，开始

可以只说前半句，作适当的留白，给学生以想象的空间，吊足其胃口后再说出后半句，这样会取得更好

的幽默效果，课堂气氛会被很好地调动起来。 
2、巧用修辞法 
许多课堂教学幽默语言的使用都少不了修辞手法的帮忙，在初中语文课堂中，修辞的使用更是少不

了。例如：运用比喻，用某些具体浅显、熟悉的事物去说明费解的内容，使所说明的道理具有趣味性、

感染力和说服力。语文课上，老师正在讲课，一位男同学走了神，便用笔敲打起了节奏，嘴里还哼着小

曲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这位老师停了下来，便说：“我认为现在课堂的上同学们的读书

声、回答声挺美妙的，不需要其他音乐作为伴奏。”学生们笑了起来，那位同学也很不好意的收起了笔，

把注意力回到课堂之中。教师在学生上课走神，能够恰当的把握好时机用教学幽默语言，把学生制造出

的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敲桌子发出的噪声比喻成“伴奏声”，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使得学生更乐于接受

教师的批评，同时也维护了学生的自尊，也不会让其难堪，产生讨厌语文老师、厌恶语文课堂这样的心

理。 
3、“幽自己一默”法 
自我贬低、自我调侃是幽默的重要手段之一。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开自己玩笑的

方式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这种自我调侃的方式可以拉低老师作为教授者的“身位”，娱乐自己、放

松学生，有效地拉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让学生感觉和老师非常亲近。例如，上海特级教师钱

梦龙在一次公开课上，由于面对的是全国名师，授课刚开始，学生们非常紧张，行为也非常拘谨。面对

这样的情况，钱老师为了缓解学生紧张情绪、活跃课堂气氛，便拿自己的名字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制造

了一个小小的课堂教学幽默，钱梦龙老师说：“有一个很富有的人，做梦都想自己成为人才，你们猜一

猜他是谁呀？”反应快、思维敏捷的学生立马就反映了过来，“钱梦龙。”一位学生下意识的无所畏惧

的直接将答案脱口而出，这时，会意的学生也都喜笑颜开，知道钱梦龙老师说的就是他自己，在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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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的笑语中，课堂紧张的气氛马上就消散了。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初中新课程改革以后，初中语文课堂中传统的说教

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新课程改革的需要，课堂教学幽默语言在此机遇下越来越受各界的关注与重

视。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初中语文教师在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时由于教师原因导致了本末倒置、

言辞粗鄙、时机不当、有失分寸这些问题的出现，本文从教师的角度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

初中语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水平的可实施性对策和建议。本研究主要是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结合教育实习期间的经历和观察进行的，由于笔者尚未真正走上教师岗位，教学经验较为匮乏，对

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愿在未来走上教师岗位后与各位同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调整，对优化初中语

文教师使用课堂教学幽默语言提出更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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