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示实验在课堂教学中的非语言传播作用

■ 苏文舟

在 目前的教育改革探索中 ，演示实验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探索能力方面有

非常突出的作用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课堂教学传播、演示实验及其非语言传播功能 ，
来发现课堂

演示实验的优点及不足 ，并且进一步探索非语言传播行为在演示实验 中的效能 。 探究在教学中

对于挖掘学生潜力 ，指导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优化教学结构、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并且对逐

步推进演示实验在课堂教学的改革起到
一

定的参考作用 。

Ｉ课堂教学是
一

个相 当复杂的过

程
，通常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

测验以及实验和考试等教学环节 。 整

个过程的 目 的 ，

一是要使学生掌握本

课程的基本内容 ，

二是要培养学生探

索自然规律的兴趣和能力 。 为了实现

这个愿望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教师需

要尽可能去引导学生细心观察物理现

象 ，
主动发现问题 ，通过思考、讨论 ，再

加以必要的讲解 ， 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获得新的知识 ， 并进一步引起探索

新现象 ，追求新规律的强烈兴趣。这就

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 为了做到这
一

点
，
演示实验无疑是教师的最好助手 。

在课堂教学传播中演示实验通

过语言表达和非语言表达的传播 ， 可

以在讲解
一

个物理概念 、 原理或定律

用最直观的方法、 最有兴趣的现象来

验证理论 ， 以加强理解 ，加深印象 ；
也

可以在讲解以前或讲解的同时做 ，
使

学生在 自 己的脑海中形成
一

个问号 ，

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 开展积极的思维

活动 ，
使得教师的讲解真正成为师生

之间的思想交流 。

课堂教学传播是由教师和学生

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一个信息传递与

交流系统 。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表情

与姿态 ，直观的形象教材 ，均是采用非

语言符号去呈现教育信息。 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非语言传播 ，
非

语言传播的动作传播是指面部表情 、

头部动作、四肢动作 、躯体动作 、全身

的动作都能表达某种意义和信息 。 这

些动作按其在课堂教学中表达的意义

与作用来看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１ ．象征性动作 ，
如教师手心向上抬起

让学生回答问题 ；
２ ．解说性动作 ，如教

师说
“

是
”

的同时点头 ， 帮助解说 ；

３ ．情

绪性动作 ，
如在学生回答对问题时 ，

教

师面部会流露出愉快 、喜欢的表情等
；

４ ．调节性动作 ，如教师看到学生笔记

跟不上时放慢讲话速度 ；

５ ． 适应性动

作 ，如稍停喝水 。 在课堂教学中 ，
直观

形象教材的非语言传播也是不可忽

视 。上课时教师借助标本、模型与演示

实验、用插图 、挂图 、版画和无声的影

视教材等配合语言讲解 ， 再现事物的

本质和浓缩事物发生的过程方便学生

接受和理解知识信息 。

演示实验的非语言传播就是在

实验演示时通过教师的面部表情 、姿

势 、非语词发声 、态度以及所制作和使

用的物 品等等都在无声地传递着特有

的信息
； 演示实验中的非语言有传播

作用 、情境性作用 、组合性作用和隐喻

作用 。

例如 ： 教师全神贯注地操作实

验
，
被实验现象所吸引 ，

特别是为实验

的成功 、撕而惊喜 、担忧 ，
这种无意识

的感情流露 ，是■性动作的非语言传

播
，
它无不强烈地向学生雛着一■

息
， 实验的确是科学不可缺少的部分 ，

它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力 。这样的娜

比教师空讲实麵要 、要求学生如何如

何動见要好得多 。在这个演示实碰程

中及课堂环境下通过非语言的传播作

用和非语言的情境性作用 ，
刺激学生的

视觉感官 ， 由此传递出比语言传播更加

丰富多彩的信息 ，对学生的态度 、信念、

行为模式有
一

定的培养作用 。

演示实验的非语言隐喻作用 ，
例

如 ： 在演示实验中也常常需要学生配

合 ，
有些甚至

一

部分内容要 由学生完

成 。 雜就使職变得比獅跃 ，
师生

之间的交流更易于进行。在这样的情境

中
，
班级中平时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活泼

好动的学生往往成了活跃分子。这一方

面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 ，另
一方面

雌往使教师偶尔触动 ，
改獅这些学

生可能存在的成见。 同时也更利于发现

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 ，这纖更有可能

客观公正地滞对待学生
，
而这些碰

的非语言隐喻作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有时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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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是教师利用课堂时 间

为学生进行演示 ， 在操作的同 时又引

导学生对实验进行观察 、 思考和分析

的
一种实验教学方式 。 演示实验是最

常用 、最直接、最基本的实验 ，也是培

养学生观察 、模仿、 思维能力的重要手

段
，
是完成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 。

演示实验能把学生在 日常生活 中看到

的和听到的现象 ， 通过非语言的实验

手段再现出来 ，
把

“

生活世界
”

转换为
“

科学知识世界＇ 使学生置身于情境

之中 ，获得感性认识 ，产生良好的情绪

和学习动机 。 在教学 中注意理论联系

实际 ，
使学生从实验中认识到知识在

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 学习热情 自

然就会保持长盛不衰 。 因此
，
在 日常教

学中适当地进行各种演示实验 ， 对学

生的学科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但是
，
演示实验也有不足之处 ，

由于教学条件 ，
或实验本身的影响 ，很

多演示实验学生看不清 ， 特别是后边

的学生 。 这种演示实验本身存在的非

语言表达性 ， 不同程度地限制和阻碍

了学生智能和潜能的发展 ， 直接影响

学生实验心理素质的提高 。 现代多媒

体財的麵 ，多娜制作的模拟真实

实验的过多运用会使实１＾２真实感 ，

不能给学生实验起到指导示范作用 ，

和对学生科学教育作用 。演示实验法 ，

它侧重获得感性知识材料 ， 掌握事物

的表面现象 ，
而对规律性的理论知识 ，

对雜的本质东西 ，
就难以直接得到 。

因此 ， 在演示实验中 ，教师应该

多方面考虑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
优化

教学结构 ， 调节课堂气氛并积极引导

学生观察、猜想、分析 、归纳总结 ，甚至

在实验操作中尽量创设条件让较多的

学生积极参与 ， 让学生充分了解实验

的 内容 ， 多次重复 ，加深印象 ，巩固记

忆
，
这样

，
才能使学生提高认识 ，掌握

规律 ，系统完善知识结构 。

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进
一

步对

非语言传播行为在演示实验中的效能

进行探究 。

例 １ ： 在初中物理汽化和液化这

一

课的演示实验 。

教师仔细检查仪器和所需物品 ，

并
一一

讲解每
一个仪器的用法和在实

验中的作用 。 然后开始组装实验仪器 。

教师把铁架台放在平稳位置 ， 再从下

往上依次摆放酒精灯 、石棉 网 、烧杯、

一张光滑的厚纸和温度计等实验仪

器 ， 再在烧杯中倒入 １ ００ 毫升的水 ，

并用酒精灯外焰加热 。

师 ：请同学们观察现象并说出汽

化有那两种形式？ 有什么特点 ？

生 ：有白汽 。

师 ：对 ！ 请 同学们继续观察温度

计的示数 ， 看看水的蒸发和温度的变

化有什么关系 ？

生 ：温度升髙 ，
蒸发变快 ；

水沸腾

的温度是 １ ００ 摄氏度 。

师 ：对 ！ 哪位同学愿意来总结
一

下上两位同学的答案 （教师一边用手

示意这位坐下 ，

一边用期待和鼓励的

眼神扫视全班同学 ） 。

生 ：温度低时蒸发慢 ，
温度髙时

蒸发快 （师点头 ，并用手指着温度计的

示数和烧杯中 的水示意学生继续 回

答 ）
，
１００摄氏度时水沸腾了 。

在＆个片段中 ，
教师通过演示实验

请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厕实验仪器的

非语言传播性 、解说性动作和面部表情

等的非语言传播启发学生把视觉的感

性材料提高到理性认识 ；
与此同时教师

示范性地教会了学生如何使用这套实

验仪器 。非语言表达在演示实验中 比单

纯的语言讲解能传播更多的知识 ，在特

殊雜下传播语言所不能传播的信息 ，

学生从心理上也更容易感受到鼓励和

纖 ，并且獅在演示实验过程中的行

为
，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例 ２ ：温度的学习 。

师 ： （举起杯子 ）这杯水中有冰也

有水
，
我们把它的温度定义为零摄氏

度。 我们所在的环境认为是
一

个标准

大气压下 。 请同学们伸出手感受
一

个

标准大气压下的零摄氏度 （学生感受

温度后会有不 同的反应 ， 也会和其他

物体的温度做比较 ） 。

教师不易用语言表达清楚这种作

为标准性的问题 ，采用让学生感受冰水

混合物的温度 ，从视觉和体验的非语言

传播上让学生翻理解这一概念
，
有力

地调节了课堂气氛 ，也更容易使认识的

过雛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狐

教师通过课堂演示实验的非语

言传播与语言的传播的结合 ，首先 ，
把

生活现象浓缩于课堂 ， 使学生置身于

情境之中
，
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 ，

使

学生获得第一手感性材料 ， 产生良好

的情绪和学习动机
；
再通过语言的逻

辑推理把感性认识综合跡上升到理

性认识 。其次 ，
演示实验的实验物品通

过非语言传播性和实验过程的非语言

情境性作用 ，
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产生了学习活动的 自觉动力 ， 调动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调整了课堂结构 ，

活跃了课堂气氛 。第三 ，
充分发挥演示

实验的传播功效 ，调动学生视觉 、听觉 、

嗅觉 、触觉等多种感官协同作用 ， 以强

化有用信息的刺激 ；
并且启发诱群生

分析、細、判断及概括能力 ，
培养学生

对科学知识的深入？考能力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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