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你若对某一事物有兴趣，

就会常常花费精力和时间进行观察、思考、研究，若

厌恶某一样东西，尽管很好，也往往弃之而去，那麽

怎样才能改变学生学习环境，改善教师的教学方法，

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既想学又乐学呢？按照苏联著

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斯基说的———“教育家最主要

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当我们把幽默这一

“助手”加入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时，我们在教学实

践中尝到了幽默的甜头，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

科学的运用课堂幽默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本文

就如何科学的运用幽默这项教学艺术简略阐述作者

的几点看法。

一、清晰地认识教学幽默的结构是科学运

用的前提

在课堂教学中，教学幽默是用巧妙的、诙谐的、

出乎意料的语言、动作与表情，以活跃的课堂气氛，

愉快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提高，使教学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高效效果。具有幽

默感的教师既积极主动地创造，又客观地面对现实，

在理想和现实、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矛盾冲突中，

始终保持一种豁达、宽容、合作、理解的超然态度，既

不失望也不狂热，冷静轻松而又诙谐愉快地处理一

切问题。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或教学中许多棘手

的问题都采取这一态度。清晰地认识了教学幽默的

结构才能较好地把握这一态度。教学幽默的结构包

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因素。

（一）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表现在对教学幽默的认知、理解上。如

教学幽默与幽默的共性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性；教

学幽默的表现形式有多种，程度也不同，如表情、动

作、书面、口头等；教学幽默的运用要以内容、对象、

情境的不同而异。

（二）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表现在创设良好的环境和形成学生的

学习动机上。车尔雪夫斯基指出“能够对幽默起反应

的人是那些理解一切伟大和一切称得上崇高、高尚

道德并且用一种强烈的爱来充实它的人们。”教学幽

默要根据师生的情感水平而运用。课堂上，干燥、晦

涩、无趣的文字只会给教学蒙上一层艰难的阴影，让

学生炼狱般的学习和生活，压抑个性的发展，教学幽

默有力量使教学成为一件快乐无比的事，能减轻学

生的焦虑和紧张，使他信心十足，激情昂扬，它是教

学的一种补剂。

（三）行为因素

行为因素表现在教学幽默的目的上。教学幽默

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要抓住时机，在该幽默的时候

和地方幽默，在该幽默多少的地方幽默多少。因为教

学幽默是一种改善师生关系的手段。即通过欣赏把

教师和学生联结在一起。因此教学幽默是为了达到

理想的教学目的，而不是添一些笑料来哗众取宠，好

的教学幽默体现在令人称道的画龙点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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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课堂教学幽默的原则是科学运用

的准绳

（一）民主性原则

在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师生是有

着独立人格与尊严的个体。教学是建立在平等、合

作、互助的基础上的，而教学幽默正是为创造这样一

种情境服务的，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学幽默

还可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信的品质。养成独立思考的

习惯，用自己的头脑认识世界和处理纷繁复杂的问

题，为其今后的成长打好扎实的基础。

（二）情景性原则

不能把教学幽默认为是在教学的任何时候、任

何环节都必不可少的，而要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特

点和具体的环境而定。因此，教师要善于发掘幽默素

材、捕捉幽默时机，在课堂上要有分寸地幽默，这样

可以大大改善师生关系。

（三）庄重与诙谐统一原则

教学幽默是体现了教学内容的方向性、科学性

和严肃性要求，以诙谐性、趣味性和形象性的教学形

式与方法表达的，即庄重与诙谐的统一，没有庄重，

幽默就会失去健康积极、进取的优美品质；而没有诙

谐，庄重就回成为呆板枯燥的说教，幽默也就不复存

在。

（四）科学性与灵活性统一原则

这一原则体现在“巧”字上。教学幽默要在教“有

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中体现，教学要使学生掌握系

统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科学性是教学的根本要

求。教学幽默如果脱离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之根本，

脱离了教学任务，学生实际等，就既缺乏生活真实，

又失却了艺术真实，漏洞百出，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

用。但是，硬要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思想性的字字

句句掘出所谓的“幽默”因素来，也未免失之偏颇。教

学幽默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机智，当教学中

出现意外的突发事件时，有经验的教师可以游刃有

余地利用幽默的艺术去“化险为夷”，促进教学的过

程。

三、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教学幽默方法是

科学运用的核心

幽默是教育的良师益友，运用它来进行教育是

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用幽默放松学生的紧张气

氛，寓教于乐，使学生在轻松欢乐中获得知识，开发

智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现谈谈在日常教学中常见

的几种幽默的方法，并就教学实践中其运用实例列

举于后：

（一）启示诱导法

有一位老师在批改作业时，发现学生有抄袭现

象，他没有正面批评这件事，而是利用课堂时间讲了

一个小故事：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曾

接见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在罗西尼面前弹奏了

自己谱写的曲子，罗西尼听着里面有似曾相似的地

方，就把帽子脱了又戴，戴了又脱。那位作曲家看到

这种情况就问他：“是不是屋里太热？”罗西尼幽默地

说“不不，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见了熟人就脱帽。在阁

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麽多熟人，不得不频频脱帽。”

老师说了这个故事是什么用意，学生马上心领神会，

有几位同学自觉地检查了过去的抄袭现象，这充分

显示了幽默的威力。

（二）成语变用法

有个学校某班，经常出现没有人擦黑板的现象，

有的老师采取的方法是回头就走，这一节课不上，有

的老师干脆就在字行中间板书。而另一位老师一看

黑板没擦，心头也上了火，但他冷静一看，课桌上没

有板擦，他估计不是学生不想擦，而是没有板擦。他

看见地上有两个纸团，弯腰拾起，擦了黑板，并且边

擦边幽默地说：“同学们，你们常听说有个成语叫

“一举两得”，我今天作了“一举四得”的事，哪个同学

能说出这四得是什么？”顷刻，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老师，你在地上拾纸团擦黑板，这一举有四条好处：

第一，你擦净了黑板，这样能给我们板书上课；第二，

干净了教室地面；第三，锻炼了你的臂力，节省了我

们的精力；第四，作了我们的榜样，从此以后，将会改

掉我们班不擦黑板的毛病。”学生思维敏捷，回答流

利，幽默风趣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笑声充满着

对老师的敬仰，对自己的谴责。以后上课真的黑板擦

得干干净净，想不到老师这一擦、一问，学生这一答，

竟会产生如此大的效果。

（三）巧设导语，先声夺人法

有个语文老师巧设上课前的开场白，效果很

好。如：“好消息，老残先生来了，特邀请大家去明湖

居听书。”老师跨上讲台讲了这一些话，同学们听后

都瞪大眼睛愣着了。当老师报出《明湖居听书》的课

题后，课堂上响起了一阵欢快的掌声。老师幽默风趣

的开场白就象给学生注射了兴奋剂，使大家兴趣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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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教学效果不言而喻。

（四）面带微笑提问法

有经验的教师，上课总爱面带笑容，特别是向学

生提问时一直是流露出很自然的微笑，这不仅密切

了师生之间的感情，而且大大鼓励了学生学习的信

心和勇气。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单调无聊的谈话，

会令人生厌，因此善于言谈着必善于幽默。”教师是

通过谈话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必须提高自己语言的

艺术性，使语言富有幽默性，具有感染力，这时教师

就会常常采用笑话、漫画、喜剧、相声、顺口溜、双关、

比喻、故错等表达方式。例如双关，在教学中可能出

现一种特意的语言环境，教师有可能利用词的多义、

同音或同形的条件，用一个词同时去关联两种不同

的事物，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而产生幽默感。因而，

教师要精于各种修饰技巧，善于用含蓄而不洒泼的

比喻，圆巧而不犀利的夸张，委婉而不尖刻的对比等

修饰手法增添课堂的幽默气氛。

（五）体态幽默法

教师的体态幽默又可分为表情幽默和动作幽

默，教师在课堂上色表情动作应亲切自然，稳重大

方，切忌冷漠死板或手舞足蹈。同时，为了增强口头

语言的表达效果，教师也运用生动形象、灵活多变的

表情动作，使教师形象富有动态之美。如政治经济学

教师在讲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抽象的货币，教师

手拿真钱夸张地晃晃说：“我去买菜讲价时不需要这

样拿出钱来讲价。”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抽象性的理

解。

（六）插曲法

这是在教学实际中，教师运用最多的一种幽默

方法。它可能与教学内容有某种内在联系，也可能与

教学内容没有丝毫意蕴的联系，它可能是教师突然

的灵机一动，信手拈来，也可能是教师经过精心的设

计和排练。它在教学过程中的形态类似于相声艺术

中的“垫话儿”它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轻松和谐的教学

氛围和情感洋溢的教学情景。例如，上课伊始的教师

的幽默自我介绍，这种插曲式幽默能活跃课堂气氛，

为后面的教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做到“五要”是科学运用教学幽默，达

到理想教学效果的保证。

同样是幽默，有的教师运用后收到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另有教师运用后却适地其反。就其原因，不

只是运用的技巧问题，还有心理、态度等问题。一般

说来，要使教学幽默的运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应做到

以下“五要”。

（一）要态度真诚

教学中幽默的运用，也是教师态度的一种反映。

教学幽默的本意是为了教育学生，因此教师在运用

过程中，出发点应该是真诚善意的，这样才能唤起学

生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使学生愉快地接受教育。相

反，如果，教师虚伪矫饰，卖弄做作，学生便会对教师

的教育抱否定态度。

（二）要时机恰当

教学幽默的运用是要有时机的。当学生对教学

的重点，难于理解时，当课堂中出现偶发事件时，当

学生的精神疲倦时，当课堂纪律涣散时，当学生情绪

紧张时，⋯⋯总之，当教学需要时，教师适时地运用

教学幽默，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时机未到

或时机已过，施用幽默便失去了它的价值，还会严重

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三）要分寸适中

分寸是指运用幽默的限度。限度不好或不及，就

不能激起学生心理上的波澜，课堂教学仍停留在呆

板、生硬、沉闷的状态中。超过了限度，在教学中滥用

幽默，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学习气氛，学生笑声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课堂成了娱乐场。学生便会把注意力

集中到教师幽默的语言、动作或表情上，而不是他们

应该学习的内容上。人们发现，过分的幽默，会使学

生怀疑教师所讲的话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教师本人

也会被学生看成令人讨厌的丑角式人物。因此，运用

教学幽默要谨慎从事，适可而止，要服从教学活动的

需要，要以教学效果作为衡量运用幽默分寸的重要

依据。

（四）要方式有别

教学幽默的接受是学生，学生的认识水平、情感

状态、个性、性别、年龄、阅历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性，

决定着教学幽默方式必须多样性。只有针对学生的

具体实际，与之相适应的幽默方式，才能收到应有的

效果。教师在实施教学幽默时，要特别注意学生心理

发展的特征。如果幽默的内容超过了学生的实际水

平，是学生感到茫然不知或无动于衷，是不能取得教

育的效果。

（五）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幽默能力

要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结合课本上学生接触的

幽默实例，分析其艺术特点，思想含义，从而提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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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赏析能力，并能练习说幽默话。

总之，科学的运用课堂教学幽默是提高教学效

率的关键，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和探索教学中的幽

默。把幽默这一艺术贯穿到教学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去，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去代替枯燥的说教，使

学生在欢乐的气氛中学得科学文化知识。幽默是教

师提高教学效益不可缺少的要素。希望有更多的教

师把幽默带入课堂，科学的运用幽默，使课堂里多一

些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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