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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对口语表达的研究 
袁相敏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三小联盟仁和路校区，安徽蒙城 233500 
摘要：本文围绕影响口语表达的心理因素，探析造成学生口语表达不足的原因。主要分析口语表达训练的主要内容，明确口语表达训练的方法，

以语文课堂为载体创新口语表达训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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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口语表达的消极心理因素 
1.1 胆怯 
胆怯是造成小学生无法有效进行口语表达的主要心理障碍

因素。害怕是口语表达的最重要的敌人，有些学生害怕自己表现
不好，还有的学生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由于小学生在口语表达
时顾虑重重，因此总是希望把自己隐藏在角落里。即使有些小学
生在语文课堂获得口语表达的机会，也在犹犹豫豫中错过。胆怯
的学生往往没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方面，这使
得表面过程中更易出现纰漏，因此导致学生情绪更加一落千仗，
严重的造成了恶性循环。 

1.2 紧张 
紧张是人的一种思维状态。表现为学生对口语表达时存在的

精神与肉体反应的持续性加强。 学生在表达时容易受到各种内心
或外界因素变化的影响，不同的刺激都可能增加学生口语表达时
的心理变化。适度的紧张可以促进学生更好的进行口语表达状
态，有些小学生过于重视口语表达时的表现，或者在群体中表现
突出时能够有心理情绪性的强烈变化。紧张的心理更多的源于对
未知的恐惧。紧张并未自信能够解决的，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大众
面前表达或者演讲时都会有紧张的心态，只有让学生多经历口语
表达，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口语表达训练的机会，甚至让学生对口
语表达有强烈的期望，这样才能慢慢的代替学生口语表达时的恐
惧感。教师应当适当的给予学生积极参与口语表达的信心，鼓励
学生发现参与口语表达时的乐趣，这样才能提高口语表达教学的
质量，更好的满足学生投入到口语需要，减少学生口语表达时的
不适反应。 

1.3 急切 
随着我国社会的日渐开放，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的增加，

不少学生获得了较多进行自主表达的机会。不少学生都希望把自
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同学。但是，有的学生过于自信或者对自己
的希望过高，总希望自己的表达完美无缺，这使得一些学生在口
语表达时给自己制造了较大的压力。因此使得一些学生增加了心
理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自主发挥水平，加上学生
不能正确的认识得失，因此容易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还需要教师
适当的把握口语表达的任务，促进学生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表
达，达到提高口语教学训练整体质量的目标。 

1.4 自卑 
相对于有丰富表达训练机会的同学，一些学生来自农村，或

者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学生不愿意当众进行表达。学生的眼界
见识、社会交往与普通话的水平，使得一些学生在语文课堂口语
表达时处于劣势。这使得学生会怀疑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往往
在语文课口语表达时没能获得良好的体验。应当在口语表达训练
中激发学生的勇气，促进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表达实践当中。 

2.影响课堂口语表达质量的原因 
2.1 年龄性格 
小学生的年龄偏小，不少学生不习惯课堂表达活动，一些学

生还具有敏感、焦虑或者自卑等心理因素。特别是当代学生成长
空间有限，不少小学生不习惯集体生活，因此往往不愿意在语文
课堂上进行充分的表达。而且，学生的性格是不同的，有些学生
不爱表现，在当众表达时会磕磕巴巴，而一些年龄稍大和外向型
的孩子更乐于表达，这在很大程度影响语文口语表达练习的指
向。 

3.2 教育因素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是否愿意积极

的参与到口语表达的实践活动当中。有些教师没能根据学生兴趣
需要设置口语表达的内容，不能在语文课堂上挖掘可以用于进行
口语表达训练的活动空间。教师设置的口语表达任务的竞争性较
强，体验性与游戏性较弱，教师没能充分的所有学生的表达兴趣，
不能构建课上课下一体化的口语表达活动的课题。由于缺乏良好
的听与说的教学模式，因此不能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口语表达空
间，影响口语表达教学质量。 

2.3 准备因素 
学生是否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也影响口语表达教学的质量。有

些学生缺乏必要的准备，没能根据语文课前提供的微课或短视频
进行充分的语言组织，在教师提问时往往仓促的进行口语应对，
这影响了学生口语表达练习的质量。由于学生的心理准备不足，
缺乏正确而必要的表达思路，因此影响口语表达的有效性，存在
着口语表达胆怯、紧张和存在一定口语表达失误的现象。 

3.优化语文课堂口语表达心理策略 
3.1 营造愉悦交流氛围 
为了达到以促进学生积极的投入口语表达活动的目标，还要

优化知识讲解的方法，促进学生充分的接受语文知识。教师应当
设置良好的口语表达练习的氛围。教师应当激发学生的主动情感
需要，积极的提高学生参与口语表达的主动意愿。首先，拉近师
生关系，注重形成放松的表达练习氛围。其次，教师应当以饱满
的热情调动学生，注重以微笑的方式达到鼓励学生的目标。第三，
增加学生表达的主动性，注重构建民族和谐的氛围，这样才能提
高口语表达练习的质量，解决口语表达练习的问题，达到全面、
深入、细致和精细化进行口语表达练习的目标。第四，教师应当
给学生提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借助动画片、成语故事或者
风景画面等营造放松的口语表达空间，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热
情，达到推动学生主动从事口语表达的目标。 

3.2 创新教学方法 
语文教师还要创新口语表达训练的方法。首先，可以围绕着

课文内容采用排演课本剧的方式，促进学生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
进行口语表达练习，给学生一定的角度塑造空间，引导学生积极
投入实践活动。其次，还要在语文课堂上组织团体小组训练，给
学生提供学生平等的口语表达空间，组织小组积极练习，这样才
能调动和给予所有学生发言权。第三，可以采用课堂比赛等激励
方式，利用小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引导学生积极的投入到口语
表达的练习当中。 

3.3 丰富训练内容 
语文教师应当制定合理的口语表达的训练目标，强调口语表

达训练的针对性，注重根据实际情况赋予更多学生课堂表达的机
会。并且注重口语表达的训练时间由短到长，促进学生不断丰富
表达的内容。在口语表达训练时还可以使用多种语音技巧，注重
讲话的态势语，安排丰富的即兴发言活动。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分
组赛、对抗赛、接力赛等。还可以组织开展语文课前的小演讲活
动，以及提供丰富的看图说话的素材，进一步以逼真的场景达到
训练学生讲话的目标。 

口语表达教学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促进学生积极
的投入到口语表达的实践训练当中，强调以丰富的口语训练活
动，强有力的训练内容，切实提高口语表达训练的整体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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