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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对 1994 年以来国内有关教学幽默研究的 52 篇论文进行了综述。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我

国教学幽默概念的内涵比较正面、积极, 但外延较小; 研究都是采用思辩和经验总结的方法, 未发现有采用实

证研究的方法; 对教学幽默的概念和作用、技法讲得多, 而对其他方面探讨得少; 介绍语文、英语、政治课中

运用幽默的多, 而介绍数学、化学、物理课中运用幽默的少。可以肯定地说, 与国外相比, 我国教学幽默研究

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幽默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在今后的研究中, 我们应当重视拓宽教学幽默

的内涵和外延, 重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包括量的研究方法和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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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幽默和教学幽默

(一) 什么是幽默

在古人的字典里并没有 / 幽默0 一词, 但自先秦开始

就有 / 滑稽0 的说法。 / 滑稽0 用语由酒器滑稽用语而来,

以酒器转注吐酒终日不己来形容一个人说话能出口成章,

词不穷竭。后来除指言语外, 也指动作和其他情形 (陈文

钢, 2003)。/幽默0 一词, 在先秦时代也有, 5楚辞#九章#

怀沙6 有 / 兮杳杳, 孔静幽默0 的句子。朱熹曾加注说:

/ 孔, 甚也。默, 无声也。0 可见原 / 幽默0 一词的含义乃

清净无声之意, 与现代词汇里的 / 幽默0 含义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谈的 / 幽默0 一词是林语堂由英语音译过来的。

他曾说, / 幽默0 二字, 原为纯粹译音, 行文间一时所想

到, 并非十分计较考量, 然后选定。意为语言和行动有趣

可笑而意味深长。林语堂是 / 幽默0 的首倡者。1932 年 9

月 16 日他在文艺半月刊 5论语6 创刊号上发表 5 / 幽默0

与 /妙语0 的讨论6 , 提出 / 5论语6 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

标0。对幽默一词我国 5辞源6 (修订本, 1979 年版) 这样

解释: /今谓有趣而意味深长为幽默0。5辞海6 (修订本,

1980 年版) 这样解释: / 美学名词。英文 humour 的音译。

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 在善意的微笑中, 揭

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0 叶琦 ( 1998) 认为, 幽默

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或打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惯性系统而令人失笑、耐人寻味的谈话、写作或行为。

陈文钢 ( 2003) 认为, 东西方对幽默的理解有些不同:

英美认为幽默的涵义较广, 包容了滑稽; 而现代中国人则

认为其涵义较窄, 与滑稽同根而异枝 , 也就是滑稽并不包

含幽默, 同样幽默也不包含滑稽。笔者认为, 现代中国人

除认为幽默的涵义较窄之外, 还有褒义。而相当多西方人

则认为它是中性的, 这是由其涵义比较广所决定的。比方

说, 美国幽默研究知名学者 McGhee ( 1979) 认为, 幽默是

以对离奇、荒唐、不协调或者喜剧事件的欣赏或敏感性为

特征的任何事情。Martin ( 2003, 2006) 认为, / 幽默0 一

词已渐渐失去其狭窄的含义, 而演变为宽广的含义, 是指

所有与笑相关的现象。中国人对幽默概念的理解 (涵义窄

且有褒义) 一方面有助于提倡幽默的使用, 但另一方面可

能会妨碍幽默研究的深入开展, 因为涵义窄忽视了其它许

多类似现象 (即幽默形式的多样性, 如讽刺、滑稽) 的研

究, 有褒义否定了幽默现象的复杂性及其产生负面作用的

可能性。

(二) 各科教学幽默研究

从 1994年到现在为止, 国内大约有 52 篇有关教学幽

默的论文发表。它们的学科分布如下表 1 所示。这些论文

均是教师或者研究者经验的总结, 以思辩的方式居多, 其

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以说明幽默在教学中的作用, 但未发

现一篇实证研究的论文。其中以教学幽默原理和方法为主

题的论文占的份量最多, 达 381 5%。其次是文科的语文、

英语和政治, 各占 131 5%、151 4%、1514%。最后是生物、

化学、历史、数学、体育, 所占份量均不超过 6%。这与

Feldman ( 1978) 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即学生对人文社会科

学、艺术和语言的课程评分通常比数学、工程和科学的课

程评分要高, 可能与这些课程更多地使用幽默有关。这些

论文的内容主要涉及教学幽默的概念和类型、作用和重要

性、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幽默感等三大方面。本文后面的

部分将对它们一一做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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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陆教学幽默论文学科分布情况 ( 1994- 现在)

科目
1994-

现在
语文 英语

政治(哲

学, 思

想教育)

化学 生物 历史 数学 体育

教学幽

默原理

与方法

其它

篇数 52 7 8 8 2 3 1 1 1 20 1

百分

比%
100 131 5 1514 151 4 318 51 8 119 11 9 119 3815 11 9

  (三) 什么是教学幽默

中国教师或学者给 / 教学幽默0 下定义的时候, 受到

/ 幽默0 定义的影响很大。因此, 教学幽默的涵义较窄, 且

具有褒义。比方说, 王凯旋 ( 2001) 认为, 教学幽默就是

指巧妙地运用幽默语言, 以可笑的形式表现真理和智慧,

用谐趣的手段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使教师的讲课变

得风趣诙谐, 使整个教学顿时生辉, 并能创造出一种有利

于学生学习的轻松愉快的气氛的一类教学行为。张宝臣

( 2001) 认为, 教师幽默就是教师运用巧妙的、诙谐的、机

智有趣、出乎意料的语言、体态, 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

以活跃师生交往的气氛, 愉快高效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

能力。李涛 ( 2000) 认为, 教学幽默就是运用巧妙的、诙

谐的、出乎意料的语言、动作与表情, 以活跃课堂气氛,

愉快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认为教学幽默具有教育性、综合性、审美性和情感性、创

造性等特点。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 学者们尽量将幽默与滑稽、讽刺

等其他笑的形式区分开来。他们比较多地探讨了语言幽默,

而基本忽视了非语言幽默的探讨。因为像动作语言, 很容

易让人想到滑稽。也正是这种定义, 使教师和学者们对教

学幽默的形式和类型的认识比较趋向贫乏。

(四) 教学幽默的类型

国内大多学者认同教学幽默可分为言语幽默和非言语

幽默两种。比方说, 何重仁 ( 1995) 提出, 教学幽默可划

分为复杂的教学幽默和简单的教学幽默, 还可划分为语言

的教学幽默 (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教学幽默) 和非语

言的教学幽默。胡兴松 ( 2000) 认为, 教学幽默可分为体

态幽默和言语幽默两种。张宝臣 ( 2001) 认为, 教师幽默

素质按结构的繁简, 可以分为复杂幽默和简单幽默; 按运

用的场所, 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幽默和教学幽默; 按表达的

方式, 可以分为语言幽默和体态语幽默。其中语言幽默具

有情感美、形象美、音韵美、哲理美等特点。体态语幽默

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 1) 巧用眼神、传情言意;

( 2) 巧用姿势, 以助语言; ( 3) 巧用表情, 感染启迪; ( 4)

巧修仪表, 以作示范。褚丹荣 ( 2001) 把教学幽默分为情

节幽默、动作幽默、语言幽默、表情幽默和板书幽默。相

当一部分学者将非言语幽默等同于体态幽默, 这是不正确

的认识。它除了体态幽默外, 还可包括声音方面的听觉幽

默 (如幽默音乐)、视觉幽默 (如幽默图片)。

一些在西方有关教学幽默的分类在国内已有的文献中

未见到, 这说明中西方对教学幽默的理解存在差异, 另外

西方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比我们深入, 彼此间存在较大

的差距。比方说, Shade ( 1996) 提出四种幽默类型: 图片

幽默、语言幽默、视觉幽默和听觉幽默。斯特宾斯、黄育

云 ( 1994) 介绍了教学幽默的另一种划分方法, 即按幽默

功能可分为调和性幽默、控制性幽默、挑衅性幽默和喜剧

性幽默。研究越深入, 就越有必要对各种类型的幽默加以

适当地区分。

  二、教学幽默的重要性和作用

由于教学幽默的褒义性以及广大教师的亲身感受, 几

乎没有人反对在课堂上使用幽默, 绝大多数教师和学者都

提倡使用教学幽默, 更有学者把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新

时期的素质教育、愉快教育呼唤幽默施教。刘雁鹏 ( 1997)

根据一个民族有没有幽默乃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

个标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位教师有没有幽默感, 乃是

衡量一位教师素质的标志。

教学幽默的作用是正面和积极的。胡兴松对教学幽默

作用的总结很好地概括了这方面的看法。胡兴松 ( 2000)

认为, 教学幽默至少有七个方面的教学功能: ( 1) 激发学

习兴趣; ( 2) 消除教学疲劳; ( 3) 活跃课堂气氛; ( 4) 深

化知识理解; ( 5) 和谐师生关系; ( 6) 发展学生能力; ( 7)

优化学生个性。王凯旋 ( 2001) 认为, 教学幽默主要有诱

导功能、激励功能和陶冶功能。李涛 ( 2000) 认为, 教学

幽默对教学具有调节、激励、批判的功能。

其他学者的看法基本上大同小异。比方说, 王勇

( 1995) 认为, 幽默有助于密切师生关系, 融洽师生感情;

幽默有助于知识的传授和掌握; 幽默有助于善意的批评;

幽默有助于教师保持心理平衡。何重仁 ( 1995) 认为, 教

学幽默具有活跃课堂心理气氛的功能, 具有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功能, 具有启迪发展学生智慧的功能, 具有陶冶学

生情操性格的功能, 具有消除学生心理疲劳的功能。周新

桥 ( 1997) 认为, 教学幽默在化学中具有如下作用: ( 1)

生动风趣, 激发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 2) 轻松愉快,

有助于知识的传授和掌握; ( 3) 情中见理, 促进学生思维

的发展; ( 4) 柔中带刚, 提高教学批评的实效; ( 5) 意味

深长, 寓德育于教学之中。

但是, 国内学者对教学幽默在提高记忆力、激发创造

性思维、在考卷里加入幽默题提高考试成绩等方面的作用

未能很好地加以研究, 仍处在笼统的感觉和说理的情形中。

在这方面, 西方已有一些研究值得借鉴。比方说, 美国纽

约心理学家艾森的一次试验, 证明了幽默在促进人的思维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次试验, 他将 200 名志愿者分成平

均智商相同的甲、乙两组, 让他们分别解答同一套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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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题。但甲组人员事前先看了 20 分钟的喜剧录象, 而乙

组则是在听同样时间的行政报告再来做这一套测试题。结

果是甲组有 97%的人员全部答对, 而乙组仅有 20%。

此外, 对教学幽默的中性甚至是负性作用的认识不足。

认为教学幽默不好主要是因为时机掌握不好, 用得太多,

或者讽刺挖苦学生 (如胡兴松, 2000; 李彩虹, 2002; 孙

伟, 2000)。

  三、如何提高教师的幽默感

既然教学幽默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因而提高教师

的教学幽默感很有必要。许多论文均涉及了如何提高教师

的幽默素质、掌握教学幽默技法以及掌握教学幽默的时机

等三个方面。

(一) 提高教师的幽默素质

对如何提高教师的幽默素质, 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教师和学者们的经验总结和思

考。比方说, 李彩虹( 2002)认为, 教师应首先是一个全面

发展的人。这主要表现在: ( 1) 从角色来看, 教师必须是

一个富有表演资质的人。 ( 2) 从心理来看, 教师应具有宽

容和理解以及自我解嘲的能力。 ( 3) 从知识和能力双向要

求来看, 富有幽默感的教师应拥有渊博的知识, 具有创造

性的素质及对生活的积累和观察。胡兴松( 2000) 认为, 可

通过如下途径培养教师的幽默细胞: ( 1) 培养幽默品质;

( 2) 领会幽默实质; ( 3) 积累幽默素材; ( 4) 把握幽默结

构; ( 5) 掌握幽默技巧; ( 6) 领会幽默时机; ( 7) 把握幽

默分寸。孙伟( 2000)认为, 教师要积极培养自己的幽默感,

需要 : ( 1) 要培养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 ( 2)

要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 3) 幽默者要热心。孙改

仙( 2000)认为, 教师要提高运用教学幽默的本领, 必须从

以下三方面做起: ( 1) 努力培养自己乐观、开朗的性格。

( 2) 收集富有幽默感的格言、警句、妙语、机智之言、风

趣的小故事、笑话等。( 3) 要注意运用一些修辞手法。

这些意见反映了教师和学者们的经验总结和思考, 有

些方法像平时注意收集幽默资料是很有效的。但对幽默感

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争论极少, 基本上认为教师幽默感是

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更未有通过实证方法证明教师幽默

感的变化。

(二) 掌握教学幽默技法

许多学者和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很多教学

幽默技法。比方说, 罗福应 ( 1995) 认为, 可采用比喻、

拟人、活漫画、故错、点明心距等方法来增强教学幽默的

效果。陈如松 ( 1996) 认为, 采用幽默定义法可以制造耐

人寻味的教学幽默效果, 既给人以理性的启迪, 又使人得

到精神上的享受, 发人深思。张红萍 ( 2001) 认为, 可以

用激疑解惑、制造荒诞、仿拟、杂糅等方法创造幽默, 用

幽默包装生物课课堂。王凯旋 ( 2001) 认为, 可采用因势

利导法、调节气氛法、巧妙激趣法、自然引申法、偕趣调

侃法在语文教学中使用幽默。曹洪昌 ( 2002) 认为, 可以

通过谐音、错误、顺水推舟、形象比喻、教具、生活现象、

诗歌、谜语和拟人手法增强化学教学的幽默感。胡兴松认

为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包括: 形象比喻、巧妙移用、极度

夸张、故意曲解、反语倒置、虚拟情境、婉言曲语。彭豪

( 2000) 列举了五种教学幽默的表达技巧, 即: ( 1) 借题发

挥幽默术; ( 2) 经意自嘲幽默术; ( 3) 适度模仿幽默术;

( 4) 巧借生活幽默术; ( 5) 善意使谎幽默术。

教学幽默技法很多 , 但仍缺乏系统的归类和梳理。

(三) 掌握教学幽默的时机

不少学者和教师非常强调运用教学幽默的时机。比方

说, 刘雁鹏 ( 1997) 认为, 必须把课堂的幽默放在一定的

时空和度中, 也就是说, 教师在课堂上的幽默一定要掌握

好幽默的时机和幽默的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教学对

象的随时随地的了解和观察。一旦教学对象的情绪发生倾

斜, 及时的幽默和风趣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胡兴松 ( 2000) 认为, 教学幽默要时机得当, 为教学

所需。一是为学生心理所需, 即在学生心理疲劳、注意力

分散时, 及时插入幽默; 二是为教学内容所需, 即在教学

内容包含有幽默素材或可用以进行幽默创造时, 及时使用

和创造幽默。

李彩虹 ( 2002) 认为, 幽默不等于滑稽更不等于幸灾

乐祸, 幽默是为教学服务的, 所以在实行幽默教学时注意:

( 1) 幽默教学必须和教材紧密结合, 使学习内容深化。( 2)

幽默不能演变为恶意的幸灾乐祸, 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培

养。 ( 3) 幽默是一种能力, 不能生搬硬套, 否则教学效果

适得其反。( 4) 幽默是知识教学的一种润滑剂, 使用时不

能过多过滥。过多过滥的幽默将淡化教学主题, 有碍于学

生的深思, 有碍于教师的形象。 ( 5) 幽默所用的素材应能

引起学生的共鸣。孙伟 ( 2000) 认为, 运用幽默应注意的

问题包括: ( 1) 幽默要水到渠成; ( 2) 幽默要适度; ( 3)

幽默要注意对象。

强调运用教学幽默的时机, 其实就是对教学幽默的中

性甚至是负性作用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幽默的时机如果运

用得不好,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四、总体评价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国内对教学幽默的研究主要限于

教学幽默的经验总结, 探讨内容主要限于什么是教学幽默、

教学幽默的作用和重要性以及幽默技法等三个方面, 较少

谈及教学幽默起作用的机制、理论模型、教学幽默与年龄、

性别、性格、思维方式、创造力等因素的关系, 尚未发现

相关的实证研究。这可能与教学幽默未引起教育研究者的

注意, 理论研究水平比较低以及国内学者普遍重视经验、

思辩的研究方法, 缺乏实证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有关, 比方

说国内尚未有中国人幽默感量表。此外, 对幽默的狭窄外

延和完全褒义的理解也限制了对幽默现象的更为深入的研

究。中国目前尚找不到一个词具有西方的 / Humor0 一词

的内涵和外延一样, 也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包揽所有的与

笑相关的现象。因此, 在未来的发展中, 中国可将 / 幽默0

一词的外延拓展, 亦可创造一个新词以概括所有的与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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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现象, 通过教育宣传, 拓展 / 幽默0 一词的外延和内

涵是比较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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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通过军人心理行为训练和实践研究表明, 学员对自身

心理素质的认知度有较大的提高, 参与训练的自信心和自

我调控能力明显提高, 体会到面对困难时主动的心理调试

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学员反映, 通过军人心理行为的

训练, 他们将其中的理论和收获迁移到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当中, 也是同样受益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帮助青年学员良好自我意识的形成。 (二) 极大地改善了新

学员心理适应力。 (三) 极大地调动了学员训练的源动力。

(四) 提高了学员的抗挫折能力。 (五) 使学员既提高了胆

量, 也增强了自信心。(六) 学员在危险和紧急情况下心理

更为成熟和稳定。(七) 极大地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新军事变革对军人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军人心理行为训练是提高军人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们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 取得了良好效果,

由于刚刚起步, 经验还不够丰富 , 需要进一步实践、总结、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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