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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付金花，李亚西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潍坊 

摘要：教师的非言语交流行为，尤其是目光语的运用，已成为影响教学互动及学生情感体验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从教育心理学与非言语交流的交叉学科视角出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深入

探究了高校教师目光语的运用现状。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在教学中目光语运用意识薄弱、视线分

配不合理、缺乏目光语运用技巧。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的优化策略，以期

为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丰富教师的教学策略库和优化课堂互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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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use of eye langu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eaching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pproach and observa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the use of eye language by university teachers. 

Research finds that College teachers have weak awareness of eye language use in teaching, inappropriate eye-line 

distribution, and lack eye-language skill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a strategy for optimizing the use of 

eye language by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has been propos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enriching the teaching strategy library of teachers, 

and optimiz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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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改革在当今社会已经显得愈发重要，特别

是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在这一背景下，目光语作为非言语交际的关键

元素，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1]。目光语的恰

当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还是师生沟通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

高校教师往往更侧重于言语传授，对目光语等非言

语交际手段的运用则显得相对忽视，这无疑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2]。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高校师生

的文化背景日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目光语等

非言语交际方式可能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和规律。因此，深入研究目光语在高校课堂中

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揭示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运

用差异，还能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有力的支持。 

本研究旨在全面探讨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目光语的运用情况，揭示现存问题，并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为教育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

思路，为改善师生沟通、促进跨文化交流贡献自己

的力量。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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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远的实践意义。 

2 教师目光语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的重

要性 

目光语是一种带有感情的，含蓄的无声语言，

是面部表情的核心,人们通过眼睛可以传达各种不

同的情意[3]。在高校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目光语与教

师的语言相结合，在教学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 

2.1 目光语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首先，目光交流承担着直接而快速的信息传递

功能。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目光能够迅速聚焦学

生的注意力，向他们传递知识、指令以及情感信息。

这种传递方式无需言辞，却能在瞬间产生共识，有

助于学生快速理解教师的意图并作出相应反应。例

如，当教师讲解复杂概念时，一个肯定的眼神可以

让学生明白他们已经理解，而一个疑问的眼神则能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Babad 研究发现，直接的眼神

交流可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因为学生会解释非言

语交流，形成对教师和教学的概念[4]。 

其次，教师目光具有灵活调控课堂氛围的作用。

在维持课堂纪律时，教师可以用严肃的目光提醒学

生注意课堂秩序；而在缓解学生紧张情绪时，教师

则可以用温和的目光传递出安慰和支持的信息。这

种灵活的调控方式有助于营造一个既严肃又活泼

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

学习任务。 

最后，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目光变化，精

准评估教学效果。学生的眼神能够反映出他们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从而帮助教师评估学生的学

习进度和困难所在。这种评估方式具有直观性和即

时性，有助于教师精准评估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例如，当教师发现学生在听课时眼神迷茫

时，可以立即调整讲解方式或增加举例以帮助学生

理解。 

2.2 目光语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首先，教师的目光交流能够强化学生自信心的

构建。通过肯定和鼓励的目光注视学生，教师能够

传递出对学生能力的认可和对他们努力的赞赏。这

种正面的反馈能够显著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他们

在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和挑战时更加勇敢和坚定。这

种自信心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功，

更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心理

发展。 

其次，教师的目光交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当教师用充满期待和鼓励的目光注视学生时，

学生往往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期望，从而激发

他们内在的学习动力。这种动力促使学生更加努力

地学习，追求更好的成绩和更高的目标。通过长期

的观察和实践不难发现，那些经常受到教师目光鼓

励的学生，往往在学习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更

好的成绩。最后，教师的目光交流能够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

过与学生的目光交流，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注意力

是否集中、思维是否活跃。当教师发现学生出现分

心或思维停滞时，可以通过目光语提醒或引导，帮

助学生重新集中注意力，积极思考问题。同时，教

师还可以通过目光语鼓励学生主动提问、积极发言，

从而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长

期的、持续的目光交流，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如专注听讲、积极思考、及时复习等。 

2.3 目光语在师生互动中的心理效应 

首先，教师的目光语能够显著增进师生信任感。

当教师以真诚、关爱的目光注视学生时，学生往往

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尊重与理解。这种眼神交流能够

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教师的信任感，使他们更加愿意

与教师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这种信任的

氛围下，学生更能够放下心中的顾虑，全身心地投

入到学习中去。 

其次，教师的目光语在缓解学生紧张情绪方面

具有积极效果。当学生面对课堂压力或挑战时，教

师用温和、鼓励的目光注视他们，能够传达出一种

积极的情感信号。这种信号能够帮助学生调整心态，

缓解紧张情绪，使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学习中的困

难。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学生更容易发挥出自己

的潜力，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 

最后，教师的目光语对学生创造力激发具有重

要影响。当学生受到教师赞赏和期待的目光时，他

们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被肯定，进而更加自信地投

入到学习中去。而教师期待的目光则能够激发学生

的探索欲望和求知欲，促使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思路

和方法。这种创造性的学习环境能够帮助学生培养

出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他们将来的学习

和生活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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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作者可根据目前研究进展、难点等展开必要讨

论，此部分对提高文章质量很关键，作者应认真撰

写。 

3.1 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了解高校教师与学生对课堂教学中

目光语运用的认知情况、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的具

体动作类型以及目光语运用效果，本研究主要采用

了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自编问卷《高校教师目

光语的运用情况调查问卷》、《高校大学生对教师目

光语的感知反馈情况调查问卷》，选择了潍坊市两

所高校中的 45 名教师和 180 名学生作为问卷调查

的对象，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高校教师

目光语运用的认知情况；二是大学生对于教师目光

语运用的感知反馈。采用问卷星共发放问卷 225 份，

收回 219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3 份，有效率 97.2％。

将调查问卷回收后，对所统计的数据进行整理，运

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具体性，本研究还采取

了课堂观察法。笔者从 2024年3月至2024年5月，

在潍坊市两所高校中，笔者选取了承担不同类别课

程的 8 位高校教师，进入班级进行课堂观察，观察

时间为一小节 50 分钟。为确保能够准确地捕捉到

教师在课堂上的眼神动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参

与任何活动，以维持课堂的真实性。仔细观察 8 位

高校教师的教学过程，并同步记录下每位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语言交流的内容和目光语的运用情况，重

点记录教师目光语运用的具体动作类型、教师目光

关注的视角 (如看向学生、看向天花板等) 以及持

续时间, 同时注意标记目光语发生时正在进行的教

学环节。此外，笔者还注意观察 8 位教师使用目光

语时的表情、语气和身体语言等非言语因素，这有

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目光语在高校课堂中的作用和

效果。最后将所观察记录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认真

核实每一项数据，保证调查的有效性以及分析的准

确性。 

3.2 目光语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3.2.1 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认知情况 

在高校教师对课堂教学中目光语运用的认知

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3％的高校教师认为目

光语是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能够有效地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传递教学信息，促进与学生之间

的情感沟通。而 14.7％的高校教师对于目光语运用

的认识却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教学效果更多依赖

于板书、PPT 和讲解等其他手段，没有意识到目光

语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使用目光语

会使授课显得不够正式、让自己显得不够专业。 

在高校教师对目光语运用的实践反应上，79.8％

的高校教师对于课堂目光语运用的重要性有较为

清晰的认识，认为通过适当的目光交流可以更好地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课堂互动效果。在实

际教学中，82.4％的高校教师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运

用目光语，如注视全体学生展现权威，扫视学生以

观察学生反应等。另外，68.6％的高校教师认为在课

堂教学中目光语运用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对于大班

教学或者在多媒体设备使用频繁的情况下，眼神交

流的实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些教师提出了

希望能够获得关于目光语运用的进一步培训与指

导，从而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此外，高校教师在

实践中反映，目光语运用存在个人偏好，63.7％的高

校教师更倾向于用目光语来调动学生积极性，而

36.3％的高校教师则更看重目光语对课堂纪律的影

响。这表明高校教师在实际运用目光语时，会受到

自身教学理念和风格的影响。另外，87.6％的高校教

师在实践中也提出了关于目光语运用的建议，例如

希望学校能够提供更好的教学设备和环境，以便更

好地进行眼神交流。同时也有 58.1％的高校教师认

为应该加强学生对目光语运用的理解和教育，使学

生更加容易读懂教师的目光语言，进一步增强教学

效果。 

学生对高校教师课堂目光语运用的感知与反

馈上，给予了较高的注意和重视，93.2％的大学生认

为教师目光语是课堂上重要的非语言沟通方式，可

以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师生互动、促进思维启发等。

当教师使用肯定和鼓励的目光看学生时，学生会感

到被尊重、被理解，进而更有信心去参与课堂，表

达自己的想法，学生对教师目光语运用的积极作用

表示赞赏。另外，38.3％的大学生对教师目光语的理

解和感受也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不同的大学生

在感知和反馈上表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比

如教师目光语的运用会让学生感到压抑和不安，学

生会因此感到自卑，甚至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这

样的目光语不仅阻碍了大学生的学习进步，还会对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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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的动作类型 

高校教师恰当地变化目光语的类型，便于教师

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状况，并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调节自己的教学节奏与进度。高校教师所运用

的目光语包括注视、扫视、巡视和瞪视。注视是指

目光较长时间固定于某人或某物。扫视是指扫视是

一种快速扫描课堂学生以及教室整体情况的眼神

动作。巡视是指教师在学生之间来回走动，观察学

生的讨论情况或课堂练习时使用的目光语[5]。瞪视

往往表现主体的不满或是愤怒的情绪，多与皱眉等

体态语相伴出现。对于目光语类型的调查研究，本

文运用课堂观察量表对 8 位高校教师的目光语运用

频次进行统计，如表 1： 

表 1.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频次统计表 

调查

内容 
W C Z D S X B L 

所占比

例 

注视

频次 
148 127 158 184 180 92 78 101 34.2％ 

扫视

频次 
324 198 316 351 232 193 142 153 61.2％ 

巡视

频次 
18 8 12 20 18 10 8 6 3.2％ 

瞪视

频次 
4 2 8 7 5 7 6 3 1.3％ 

观察上表可知，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都会用

到注视、扫视、巡视和瞪视四类目光语。扫视在高

校教师目光语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比 61.2％，教师

的扫视眼神动作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和展示权威。当

教师进行扫视时，学生会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审视，

增强学生对课堂内容和教师个人的重视程度，从而

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提升教育效果。其次是注

视，占比 34.2％，高校教师通过注视传递出各种不

同的情感和意图，起到引导、鼓励、监督和沟通的

作用，对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师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

要的影响。巡视与瞪视频次最少，分别占高校教师

目光语的 3.2％和 1.3％，通过观察发现，高校教师

通过巡视，及时了解课堂秩序和学生的反应，及时

发现学生的不当行为，并通过眼神示意或口头提醒

来制止，使用瞪视可以让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感受

到压力，从而达到震慑或警告的目的。通过对高校

教师目光语使用频次的对比分析，可见高校教师比

较注重课堂管理以及学生在课堂上的整体表现，但

缺少与学生的目光交流，忽视学生的情感需求。 

3.2.3 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效果 

为调查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效果，结合课堂教

学中目光语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本研究引入了

“目光率”的概念，指的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运用有效目光语与学生沟通的时间占整节课或某

教学环节总时长的比率[6]。比如：学生反馈时间为

8 秒，教师运用有效目光语的时间为 4 秒，其余时

间则望向地面或窗外，则这个环节的目光率为 50％。

根据教师目光语运用研究的实际需求和目的，结合

教师教学特点和目光语运用的多样性，对承担不同

课程的 8 位高校教师的目光语运用效果进行统计整

理，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整体

目光率和学生参与度经过计算统计后填入表格，调

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效果统计表 

调查

内容 
W C Z D S X B L 

课堂

整体

目光

率 

80.4 76.8 86.2 88.9 80.9 68.2 70.4 59.6 

学生

参与

度 

81.8

％ 

72.2

％ 

85.7

％ 

91.1

％ 

80.5

％ 

62.4

％ 

68.1

％ 

57.7

％ 

由上表可知，Z 老师和 D 老师整体目光率较高，

更注重在课堂上使用有效目光语，通过观察发现 Z

老师和 D 老师目光语一直处于积极的状态，除了调

试多媒体、板书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运用目光语跟

学生交流、沟通，由于眼神比较活跃，交流频繁，

能够有针对性地观察学生，传递积极的情感态度，

所以课堂气氛非常融洽；而 X 老师和 L 老师整体目

光率较低，这两位教师的目光较为冷漠，交流较少，

使得课堂气氛相对冷清，可见教师目光语的运用在

课程气氛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Z 老

师和 D 老师这两位教师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

较高，教师善于运用目光语的技巧，常用肯定的目

光鼓励学生、用鼓舞的目光激励学生、用睿智的目

光引导学生，学生会感受到教师的期待，主动地参

与到课堂讨论和活动中；而 X 老师和 L 老师这两位

教师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较低，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不善于运用目光语更好地与学生进行沟通、

建立联系，并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励和纠错，因此，

学生在课堂上眼神游离、频繁走神、缺乏情感反应，

从而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由此可见，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与教师目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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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密切相关。 

4 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存在的问题 

4.1 目光语运用意识薄弱 

高校课堂教学中，当教师的目光频繁地游离于

课堂内容之外，不注重与学生建立目光联系时，学

生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学内容上。调查显示，在

当前的高校课堂上，许多教师对于目光语的运用意

识较为薄弱，传统教育观念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记忆，

忽略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在这种观念的

影响下，教师虽然具备深厚的学科素养、卓越的教

育技巧及流利的沟通才能，但在使用目光语这一有

利工具时并未充分发挥其优势，往往只关注教学内

容的传授，而忽略了目光语等非语言交流手段的运

用[7]。所以有些教师的姿态表现中从未深入研究自

己的目光语展示，导致无法有效地通过目光语向学

生传达情感信息，用关爱之眼与学生建立顺畅的

“谈话”关系，对于学生的课堂情绪波动和内心反

应全然无视，久之，学生就会对教师敬而远之，从

而影响师生感情的交流和课堂气氛的融洽,影响知

识的传授和学习。 

4.2 视线分配不合理 

教师的目光饱含丰富的感情，当教师发现某个

学生产生困惑或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目光的微妙

变化，及时给予学生提示和启发，帮助他们克服学

习难题，这种差异化的目光运用，不仅有助于提升

教学效果，还能营造更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观

察发现，高校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讲课时不会用目

光语辅助教学，也不能及时把握学生听课的反应，

目光集中在讲桌、天花板或地面，这就等于向学生

关闭了心灵之窗，切断了与学生的视线交流；有的

教师会无意识地向自己喜欢的学生投以更多的目

光，这对于其他内心敏感的学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

影响；有的教师会较长时间地盯视某个学生，这会

使学生惶惶不安，无法安心听讲；有的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东张西觑，让学生以为其心神不定，从而分

散学生听课的注意力。所以，每一位有智慧的、具

有高超教学艺术能力的教师，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会特别注意使自己的目光与全班每一位同学

的眼神保持“对流”，以便随时调控，真正使教师的

目光变成整个课堂气氛和学生情绪的“控制中枢”。 

4.3 缺乏目光语运用技巧 

在高校课堂上，教师通过直接注视学生的眼睛，

传递出自己对学生的关注和重视，这种目光交流能

够促使学生更加专注地参与到课堂讨论和活动中

去，所以，教师的目光不应该是呆板的、固定的，

而是应该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如扫视全班学生、

交叉眺望等，能够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

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另外，教师目光的姿态和

表情能够传递出丰富的信息，例如鼓励、赞许、期

待等，从而激发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以此达到课

堂教学效果的提升。观察发现，部分教师虽然认识

到了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缺乏相

应的技巧和方法，这种技巧的缺乏导致他们的目光

交流效果并不理想，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这

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可能降低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动力，甚至可能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不信任

感。如：表达兴奋的时候不会睁大眼睛，让它散发

出兴奋的光芒；表达哀伤时不会垂下眼皮，使这种

哀伤感情显露出来；表达愤怒时不会把眼睛睁得圆

一些，发出震慑的光芒；讲到重难点或疑难处，不

会冷静地注视一下学生，让目光带上一种期待督促

的色彩，以提醒学生注意。由于没有掌握目光语运

用的方法和技巧，不能做到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适

当地变换目光语，无法通过目光交流与学生建立联

系，传递信息，就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

参与度。 

5 结论 

高校教师目光语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

替代的，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目光语的运用水平，加

强其在教学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笔者针对高校教

师目光语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现有的研

究成果，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5.1 提高教师目光语运用意识 

大学课程内容理论性强、知识量大、进展快，

需要学生掌握和记忆的知识内容多，但部分大学生

由于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受到手机、笔记本电脑等

电子设备的干扰，导致上课精力不集中，学习积极

性不高，学习兴趣主要看老师的教学水平。提高教

师目光语运用意识是优化教育教学环境、提高教师

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

教师应致力于深入学习教育心理学、教育传播学等

核心理论，以全面理解目光语在课堂教学中的核心

作用，提升对目光语的运用意识。课堂教学中，教

师应意识到目光语对学生学习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付金花等：高校教师目光语运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Jinhua Fu, et al.: A Study of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Use of Eye Language by College Teachers 

https://cn.sgsci.org/                                                                                      • 33 • 

通过目光交流传递鼓励、支持和肯定的信息，以此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在提升教师

目光语运用意识的过程中，教师培养临场自控能力

至关重要。教师需要在课堂上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通过自我控制，使自己的目光表达得更加精准有效，

在目光语运用中要保持与学生的情感共鸣，使目光

语运用与自身语言、行为协调一致，从而产生更加

积极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定期回顾自己在目光语

运用方面的表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深入

剖析原因，通过反思和总结，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

己在目光语交流方面的优势和短板，针对性地制定

改进措施和计划。这种持续的自我提升过程有助于

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目光语运

用意识，提高自己的目光语运用水平，进而更好地

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5.2 合理地选择目光投放点 

研究发现，由于上课时教师主要进行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光顾”左边学生的

时间明显多于“光顾”右边学生的时间，从而引起

学生相关的心理效应，产生远近亲疏的情绪体验，

形成不同的师生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 M 伦内尔斯

经过调查发现，如果把教室划分为九个部分，纵横

各有三个部分，那么左列和右列中间部分以及中间

靠近讲台部分的学生平均成绩要高于其他部分学

生。他的观点是,这三个部分的学生视线与教师的接

触时间要比其他部分的学生时间长。长时间的目光

交流实际上象征了老师对于学生们的期待和尊重，

这正是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所体现出来的。因此，

在高校课堂教学中，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

师的目光不要使任何一个学生有被忽视和冷落的

感觉，也不能较长时间地注视某个学生，使其局促

不安，更不能东观西望甚至看向天花板和室外等，

让学生以为教师心不在焉、心神不宁，从而影响课

堂教学。教师不仅需要课前充分备课，还应提前进

入教室做些相关准备，用眼睛环视一下整个教学环

境,与学生们多点儿目光交流，或干脆融入到学生中

间与他们相视而谈，争取在课前就创设一个融洽、

舒适的课堂氛围。教师的教学技巧在于集中和保持

学生的注意力，所以讲课中教师应时刻保持敏锐的

观察力，以捕捉学生的即时反应，灵活调整目光交

流的强度，确保与学生的互动更加贴心和有效。 

5.3 提高教师目光语表达技巧 

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模仿和观摩优秀教师的教

学实践，学习其目光语运用的技巧，如注视全班学

生的运用技巧、与学生进行目光接触及自然的目光

转换等，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这种方

法可以帮助高校教师获取具体的目光语运用技巧，

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校教师还可以参与专业的培训和学习活动，学习

相关的目光语运用理论知识，并通过反复练习，逐

渐提高自己的目光语运用水平。在培训活动中，高

校教师可以借助专家指导，进行实际操作和反思，

不断完善自己的目光语运用技能。另外，高校教师

还可以与同事进行经验交流，分享各自在课堂教学

中的目光语运用经验和技巧。通过交流，高校教师

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为自己的目光语运用提供新

的启发和思路，从而不断丰富和改进自己的目光语

运用方式。除此之外，高校教师还可以针对不同学

生群体和不同教学内容，制定相应的目光语运用技

巧。通过研究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根据教学内容的

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目光语运用方式，

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5.4 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目光语交流效果 

在当今数字化教育时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重塑着传统教学模式，虽有学者指出,现代媒体

的应用干扰了高校师生间的非语言传播,对教学效

果产生了不良影响，但也为提升目光语的交流效果

提供了无限可能。多媒体教学工具，如投影仪、电

子白板等，已成为现代教室中的标配，这些工具极

大地增强了教学的可视化程度，使得高校教师可以

更专注于教学内容，减少因板书等辅助工作而分散

的注意力，又避免了板书时背对学生，无法与学生

进行目光交流的问题。其次，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构

建虚拟学习环境，学生能够置身于更加真实、生动

的场景中，与学习内容产生更为直接的互动。在这

种环境下，高校教师能够借助自然的目光语交流，

捕捉学生的即时反馈，调整教学策略。另外，在目

光语交流分析方面，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通过对高校教师目光语的自动分析，人工智能能够

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帮助他们提升与

学生沟通的能力。此外，人工智能还能根据学生的

眼神变化来评估其学习状态和情感需求，为高校教

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支持。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

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实现更加人性化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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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高校教师目光语的运用对学生的情感、动机和

认知成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积极、有效的目光

交流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更

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互动中，而且有助于建立深厚

的师生情感纽带。因此，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充

分重视目光语的运用，不断提升自身的目光交流能

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积极、有效的学习环境，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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