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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的课堂源于何处
——基于 J 小学典型案例分析

刘梓雯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摘  要｜小学生的课堂静默是指课堂处于了一种尴尬的“冷场”氛围，而这种氛围并非由学生或教师某一单独的主体

所导致的，师生双方都是课堂静默现象的“始作俑者”。本文基于对J小学三年级A班的两位小学生（a和b）

与其任教的语文老师L的三人访谈，对A班课堂静默现象的课堂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求其中的内在原因，并

给予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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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密教授根据交际语言学将静默释义为安静，不发出声音；而将学生沉默定义为“在课堂教学环

境中，教师或学生所呈现出来的无声且无固定语义的非言语交际行为”［1］。学术界诸多学者对于课堂

静默和课堂沉默也有不同的见解，以瞿汉荣、翟伟琴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课堂静默是课堂中激发学生

潜心静读的需要［2］，学生们通过安静的课堂留白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一定时间内的课堂静默有利于

思维的发散和广度、深度的延展；而以王娜娜、李德显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课堂沉默实际上是一种被

忽视的教学机智，课堂沉默的发生是教师应该要把握住的教学机会，积极的沉默与消极的沉默必须要区

分对待，且要给予不同的教育手段。而本文则认为课堂静默和课堂沉默都是一种无声的安静状态，当这

种无声的安静状态出现时，很多教师往往难以分辨它究竟是课堂静默还是课堂沉默。二者在外显行为和

内部心理活动方面有一定区别［3］，虽然都是学生安静的课堂行为，但内里的学生心理活动状态与教师

的应对办法是有其特殊性的，且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合理的利用学生课堂静默的表现和其带来的教育空

间，也能将其劣势转变为优质且宽广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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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与生的静默何以表征

通过对 a、b 两位同学以及 L 老师的访谈发现，课堂静默现象并不是课堂单一主体的表现形式，而

是作为课堂参与者的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呈现的结果。

1.1  学生表征

通过与 a、b 两位同学的交流，研究者发现他们两位在面对教师的提问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心理活动，

可以简要的分成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1）事不关己者：“我不愿意 / 不会回答”

“老师的问题都很难，我不会回答”“别的同学会回答的，也不差我一个”，a 同学认为老师的提

问有难度，自己不会回答，即使有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问题也选择不回答，他认为班里总有同学会回答

老师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逃避的消极情绪。这类学生认为课堂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课堂，即便自己不参

与其中，也会有其他同学参与，在此简要的将这类学生称作：事不关己者。这类学生最典型的课堂表现

就是当老师提问的时候进行“假装思考”，将头低下来不理会老师的发问。从实质上来说，这种“假性”

参与是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的，学生缺乏对问题的思考，无法将知识内化于心。

（2）犹豫自卑者：“我还在思考”

“老师每次提的问题，我其实都有在思考，但是总觉得我的答案不够好”，b 同学认为老师的问题

有难度，对自己的答案不够自信，当面对全班同学都保持安静，进入到静默的氛围时不敢举起自己的手。

研究者将这类自卑的学生称作：犹豫自卑者。这类学生实际上已经参与到课堂之中了，但这种参与只存

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故而思考无法被教师捕捉，教师也无法快速的对这种沉默的参与给予反馈和监测，

故而在教学过程中，无法针对这种“沉默的参与”给予及时的引导和鼓励。

1.2  教师表征

（1）“他们都低着头”

“实际上，我也感到困扰，有时他们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我除了继续讲课，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激励

他们。”L 老师在访谈过程中也表现了对静默现象的无奈之情，当在课堂中抛出问题之后没有学生主动

开口作答时，L 老师为了尽快让这种尴尬的冷场消失，会马上自圆其说进入下一个阶段内容的讲授。其

实很多老师都觉得课堂的冷场不仅仅是对课堂氛围的打击，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打击，故而在课堂中

会想尽办法让课堂“热闹”起来。

（2）“他们说不出我想要的”

“我会给他们一些容易回答的问题，用一些奖励措施来激励他们回答，但是对于某一些关键的问题，

他们说不出我想要的那个答案。”在对 L 老师的课堂观察中发现，L 老师在课堂中经常通过奖励的方式

来鼓励学生们举手回答问题，课堂静默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善，但是当教师抛出课本上无法检索

的开放式或者有难度、有深度的关键问题时，奖励仍然无法根治静默的弊病，学生们回答不出老师想要

的答案，导致课堂陷入了静默，而老师为了让课堂进行下去，多数会以自问自答的形式结束这一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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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默的课堂何以生成

课堂作为最基础的教学单元，教师和学生作为课堂的参与者，都对课堂的表现和教学的呈现有相应

的影响。由于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生活经验、认知水平的差异，即使同一个班的学生也会存在鲜明的差

异性。在大部分的课堂中，真正参与其中的学生往往不到班级的五分之一［4］，而由于每个学生不同的

思维方式、不同速度的思维反应能力等，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不同的学生产生的即时反应和回答都是

不同的。这种学生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没有得到教师的正视与尊重，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思维热烈者愈加肤

浅，更加不能静下心来潜心涵泳；而那些想好好琢磨的学生，因为回答时间的限制或是教师的忽略导致

思维不能舒展，渐渐成为事不关己的看客和乐享其成的惰者。所以面对课堂静默现象，不能简单将这一

现象的生成原因归结于某一个主体，学生的个体因素和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可能导致课堂静默现象的产生。

2.1  学生因素

（1）知识水平差异

如果将人比作一个容器，教育就是将知识等一切对人有益的事物装进容器的方式。三年级的小学生

就像一个新的容器，每天都在接受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的灌输与内化。故而每个学生所接受的信息

都是不一样的，且每个人内化的方式和效率也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存在差异。在 A

班中，有的学生能够很快的理解老师所讲述的知识，有的学生则理解得慢一些，这就使得不同的学生在

面对 L 老师抛出的问题时有反应快慢之分，反应快的学生可能会有所选择的回答或者不回答，而反应慢

的学生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影响，a 在访谈中说：“有时并非不想回答问题，只是我还在思考的时候，总

有其他同学抢答，我就不愿再举手回答问题了。”他在课堂中因为自身能力、效率或是老师给的思考时

间不够等等原因导致不愿参与课堂，甚至产生自卑的情绪，在课堂中出现静默的状态。归根结底，a 同

学这种逃避情绪的产生是由于自己与其他同学之间的知识水平、思维活跃程度存在差异而造成的。

（2）个人性格差异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

对于三年级的小学生而言，性格的塑造主要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家庭中父母的性格会奠定小学生的性

格基础，而学校中的人际交往则会给学生的性格增添个性色彩。在与 L 老师的访谈过程中，他明确的表

示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内敛含蓄的学生，在课堂中通常会更加安静和沉闷；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活跃的

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往往也会较为活跃，但不加管束和控制的话容易出现干扰他人学习，破坏课堂纪

律的情况。所以，每个学生的个人性格差异也会导致课堂氛围的不同，如果班级中内敛的学生占多数，

课堂往往会更加安静，课堂的氛围会较为死板，反之，如果班级内活跃的学生过多，就更需要加强纪律

管理，对学生们活跃的思维进行“压制”，也可能导致静默现象的发生，这也是低年级中教师教学矛盾

的关键点之一。

2.2  教师因素

（1）教师观念问题

由于小学生自身知识范围有限且精神品质尚未完善，导致师生关系处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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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天平上。刘春玲博士指出在教育场域中，占据支配关系位置的权利拥有者实现权利的

核心手段是教育。教师作为主体，学生作为客体，学生与教师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5］。在目

前的班级授课制的影响下，讲授法作为普遍的教学方式，教师是“知识”的代言人，在课堂教学中话语

陈述较为丰富。在大多数教师眼中，教师在课堂中拥有着课堂的最高主导权，他们所设计的教学环节通

常是教学过程中的最先级，以至于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之间的讨论都是在教师的授意下完成的。L 老

师认为三年级的小学生不像高年级的学生那样有足够的纪律意识，需要一个有“权威”的老师去管理课

堂纪律以防课堂的失控。教师对于学生课堂的完全主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们保持良好的学

习态度，静下心来认真听教师讲授知识，但如果主导的抓手过于“紧”，会使得学生在充满这种教师主

导观念下的课堂中学习，面对教师足够的课堂“权威”会造成思维上的“服从”，在需要学生广泛发言

时造成课堂的缄默，这不仅是学生自身的问题，也是教师角色在课堂中的不良反应。

（2）教学方式问题

很多一线教师都存在着这种担心——课堂冷场，即没有学生回答问题，课堂氛围瞬间降到冰点，教

学过程很难进行下去，教学目标无法实现，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教师自身的想法与担心。教师普遍喜欢“热

闹”“活跃”的课堂，喜欢学生们像雨后春笋一样节节攀高的回答欲望，于是很多教师为了维持这一看

起来热闹的课堂氛围，在教学方式的设计上就有所欠妥当。在与 L 老师进行访谈时，他提到了这样的一

个例子：在之前的课堂中，为了让学生们踊跃的举手回答问题，他对举手回答问题的同学进行了相应的

奖励，学生们为了得到奖励，在教师抛出简单问题时抢着回答问题，但遇到有难度或者较为开放的问题时，

他们举手的热情就大大减弱，课堂变得沉默，他就会自圆其说的快速掠过这个问题，开展新的教学内容。

这个例子其实是将奖励这种物质鼓励的方式与问题的回答化了等号，学生们为了减少自己的脑力劳动成

本，以最快速、简单的方式去获取奖励，就会逃避有难度的问题，对简单的问题趋之若鹜，表面上来看

课堂的氛围活跃，但学生为了获取奖励仅应付简单的问题，对于复杂、有难度的问题则无法静下心激发

自己的思维，整理自己的思路，这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还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而教师面对

静默现象自圆其说的忽略行为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抓不住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的机会，将会导致学

生养成不去思考的惯性思维，无法让知识进入学生的头脑，使得这门课变成问题抢答的“身体运动”，

而不是知识的“头脑风暴”。

3  静默课堂何以治理

3.1  树立正确观念，营造师生和谐氛围

教育是师生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只有交往过程是平等、愉悦、和谐的，才能激励师生共同进步、

实现教学相长［6］。教师要改变拥有最高权威的观念，要意识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虽然在知识水平和品

德价值观方面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但作为独立的人的特性是不可忽视的，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将

自己与同为课堂参与者的学生放在等号的两侧，营造和谐的课堂关系。只有当教师将自己从“教育权威者”

的地位上放下来，才能深入到课堂的中心，找出静默的原因，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真真切切的让学

生们体会到教师与他们之间心灵的触碰，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解决课堂静默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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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挥教育机智，合理对待生生差异

教师想要发展成为优秀的教师，教育机智的养成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教育机智不仅要求教师具备

良好的心理因素，也需要教师具备成熟的人格因素。当课堂静默现象出现时，敏锐的观察能力是教师必

备的技能，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细致的观察，包括学生的眼神、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方面，通

过观察辨清学生们面对问题的内心活动和不言语的微妙反应，需认识到不同的学生对问题的反应和状态

的差异是他们的知识水平、个性的差异造成的，或是自己教育教学方式的问题。通过对每位学生状态的

关注和尊重，探寻课堂静默的源头，打破课堂的沉默气氛。教师除了要关注生生之间的差异外，也要不

断的发展自己的教育机智，在静默现象出现的前夕，敏感地观察教育情境，快速地感知学生对教学活动

的内隐、外显反应并积极地应对，最大程度减少消极静默的出现。

3.3  塑造教学风格，创设教育留白艺术

艺术中的留白是为了在艺术作品中增强作品的视觉感染力，给予观者联想的空间，而课堂留白也是

如此。所谓课堂留白就是要留给学生机会，留给学生空间，把有机会、能感悟的环节留给学生去体验生

成［7］。教师在面对课堂静默现象时，需要运用自己的教学经验去辨别当前的课堂氛围是积极的静默还

是消极的静默。如果是积极的静默，教师的教学节奏就不应太快，快慢得宜、有起有伏才能在给课堂进

行留白的同时，保证学生们思维活动有足够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要急于让学生回答，也不要

直接用自己的分析和提示来帮助学生得出答案，过多的分析和干扰会使学生缺少自己的思考，成为自己

领悟和思考的绊脚石。教师应合理掌控课堂留白的时间，长时间的留白也不可取，故而教师在消极的静

默现象出现时，适当的给予一些提示，将学生们的思维引入到课堂中来，防止学生的思维飘忽不定，将

静默作为课堂留白的精心设计，灵活转换为有效益的课堂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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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Silent Classroom Comes From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 Analysis of J Primary School

Liu Ziw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Classroom silenc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ans that the classroom is in an awkward 
atmosphere.This atmosphere is not caused by a single subject of students or teacher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the “originators” of the silent phenomenon in the classroom.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two 
pupils in Class A in the third grade of J Primary School (a and b) and their Chinese teacher 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lassroom manifestations of classroom silence in Class A,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asons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treatment paths.
Key words: Silence in class;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