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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策略探讨
王宇琳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江苏 常州 213200）

摘要：口语交际作为中职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旨在通过创设情境以及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的口语交际活动规范学生的

用语，促进其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的协调发展。口语交际能力作为中职生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对其今后的职业发展以及沟通交

往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帮助中职语文教师科学有效地掌握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中职语文教学中口

语交际训练的主要内容，然后，就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展开深入探究，以期为中职语文教育改革以及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崭新的思路与实践参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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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是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交际工具之一，是学生生存

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受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职语文课程的口语交际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中职生的实际口语交际水平仍旧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需求之间存

在较大的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以期为广大中职语文教师提供有

益的参考与借鉴，为中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口语交际训练的主要内容

（一）标准普通话训练

标准普通话训练是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现如今，能够

说一口流利且规范的普通话已经成为现代交际活动的“通行证”，

同时，也是中职生不断努力的方向。中职语文课程承担着全面推

广普通话的重要责任。通常来说，标准普通话训练主要包括的内

容如下：第一，发音准确性训练。通过语文教学中常见的朗读、

诗歌背诵等方式，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标准普通话的发音规则；第二，

语音语调训练。通过常见的角色扮演、模仿示范音频、对话练习

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音语调感知能力，从而帮助他们自然

而然地运用普通话表达思想和看法；第三，口语测评。通过定期

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精准定位学生的发音问题并给予针对性的

指导与反馈。

（二）语言表达能力训练

语言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一

般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为口头语言以及书面语言，前者涉及的形

式有演讲、说话等，后者涉及的有论文写作、作文写作等等。通

常情况下，评价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用词是否准确、

语意表达是否明白、语句是否简洁、表达是否合乎规范、结构是

否科学等。具体内容如下：第一，词汇积累。教师可通过精心组

织丰富多彩的词汇游戏以及拓展阅读范围等方式增加学生的词汇

量，从而为接下来的语言表达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主题演讲。

通过定期组织不同主题的演讲，锻炼学生的演讲技巧，有效培养

他们的逻辑思维，提高其临场应变能力。

（三）口语交际倾听训练

倾听是表达与表现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口语交际不可忽

视的主要内容。“听”，顾名思义，就是仔细聆听他人的讲话，

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进行有效的沟通。通过口语交际倾听训练，有

助于强化学生的想象力、理解力、注意力、鉴赏力与记忆力，从

而更科学、更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其良好的口

语交际素养。比如，通过听力练习，增强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通过课堂互动、对话练习等，使学生养成积极倾听对方表达的好

习惯等等。

（四）口语交际礼仪训练

口语交际礼仪已经成为新时代中职生的一门“必修课”。科

学有效的口语交际礼仪训练有助于学生在交际过程中表现出良好

的素养与礼貌。比如，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基本的交际礼仪知识，

让他们掌握关于问候、感谢、道歉等礼貌用语的正确使用方法；

通过模拟真实的日常交际情境等，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正确的

语言表达方式。当然，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基本的国际交

际礼仪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方式，从而提

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

（一）制定口语交际训练计划

口语交际训练不应是盲目的。教师应严格遵循中职语文教育

教学规律，尤其应立足学生实际情况，有机整合教学内容，制定

口语交际训练计划，以确保训练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教材作为教

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应得到教师的重点关注。鉴于目前中职口语

交际教材内容存在系统性不足类似的问题，教师可以科学合理的

重构教学内容，以确保口语交际训练计划的有序实施。在实施计

划之前，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研读中职语文教材，进一步明

确教学重点内容，尤其应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的口语交际实践活动。

通过有效整合“口语交际”与“实践活动”，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对学生展开系统化的口语交际训练。教师可遵循“由易到难、由

浅入深”的原则以学期为单位制定并推进口语交际训练计划。

第一学期，语文教师应将训练重点放在学生基础口语训练层

面，旨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教师应注重以朗读带动

听说，不断帮助学生掌握口语交际的基本要领，将他们参与口语

交际的兴趣与欲望充分激发出来。第二学期，教师应立足专业特

点与学生需求展开对学生的综合训练，尤其应重视由单向口语表

达向双向口语交际训练方向转变，这对教学效果提升大有裨益。

纵观当前的中职语文教材，尽管教材涉及口语训练章节，但是内

容难以满足学生实际训练和成长发展的需求。这时候，教师可以

以教材为基础适当为学生补充额外的训练资源，以使得语文课堂

不再是简单的教材分析，而使其逐步向举一反三的口语训练方向

靠拢。针对某些对口语要求较高的专业，比如市场营销专业、学

前教育专业、旅游专业等，教师应加大口语训练的比重，甚至可

以专门开设口语课。通过向学生传授专业领域常用的口语表达知

识内容，增强学生口语训练的专业性，从而显著提高他们的口语

交际能力。

（二）激发口语交际训练兴趣

要想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个人想法，教师应引导他们明确说

的内容以及说的方式。明确“说什么”以及“如何说”是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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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口语交际兴趣的基础。基于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最有效的

方法为教师向学生展示他人参与口语交际活动的具体过程，通过

他人的示范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口语交际训练的兴趣，使其积累丰

富的经验。

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一课教学为例，教

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为学生播放优秀的电视节目《中华文明之

美》中有关《论语》的视频片段，旨在让学生一边观看影片一边

观察并学习他人是如何讲述《论语》故事以及运用《论语》语言

开展口语交际活动的。之后，教师鼓励学生模仿视频中展示的口

语交际方式并进行表达。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为学生精心设计一

系列生动的情景对话，让学生分别用不同的语气处理《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四个人物的语言，以突出每个人物的性格

与特点。比如，子路的特点为轻率急躁，曾晳的特点为高雅宁静，

冉有的特点为谦虚稳重，公西华的特点为委婉机智等。通过类似

生动而具体的表达训练，学生们将一边模仿一边掌握口语交际的

技巧，从而增强个人表达的自信心，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

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设置生生互动环节，鼓励学生们分组讨论、

互相点评并勇敢地分享个人表达技巧与心得，以增强课堂的趣味

性和互动性，快速提升每一位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三）营造口语交际训练氛围

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融合越来越深，微信、抖音、快手等新

兴媒介已经成为中职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为口语交际训练带

来了诸多便利。在中职语文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班级

微信公众号设置名为“我型我秀”的专题栏目，旨在增强学生口

语交际的自信心，提高对应能力。比如，教师要求学生合理利用

课后或者周末休息时间自行录制练习视频。练习视频形式并不固

定，可以是针对某一篇课文的朗诵视频，也可以是个人原创作文

交流分享视频，还可以是针对某一主题的演讲视频等等。通过类

似的方式为学生搭建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以针对性锻炼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紧紧把握住除课堂以外的其

他口语交际训练平台并充分发挥它们特殊的功能作用，比如校园

广播站、国旗下演讲、结合专业特点的演讲活动等。比如，教师

可以以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为契机，鼓励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旨在在全校范围内营造浓厚的口语训练氛围，让学生参与口语交

际训练的欲望更强烈。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我们前段时间成

功开展了“我是 XX 专业代言人”的演讲活动。很多学生都踊跃

报名参加，积极展示自我，不仅提高了个人对专业的认同感，而

且还促进了自身口语交际能力的显著提升。

（四）创设口语交际训练情境

语文课堂作为开展口语交际训练的主战场应得到语文教师的

重点关注。教师应紧密结合中职语文教学内容为学生创设丰富多

样的口语交际训练情境，让他们一边学习并理解课文，一边针对

性锻炼口语交际能力，双管齐下，大幅度提高教学与训练的效果。

首先，教师应立足教学内容，深入挖掘训练情境。众所周知，

中职教材内的很多课文均为学生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正好以

此为契机，教师可有效开展口语交际训练活动。比如，《项链》

这篇课文戏剧性地反映了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处，

作者以“……”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在实际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课文进行创编，或

者续写故事，或者编排情景剧等，让他们运用全新的方式绘声绘

色的演绎新故事。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想象思维与

创新思维，另一方面，还为他们畅所欲言搭建了平台，这对促进

其口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其次，教师应立足“空档”，精准捕捉训练情境。中职语文

教材内很多课文均留有语言“空档”。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善于采用“虚实相间”的叙事方式来填补“空档”，为锻炼学

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提供平台并创造机会。以《雷雨》第二幕教学

为例，在课文内，作者是这样描写即将来临的风雷大作的：“萍儿，

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百叶窗关上，大概是暴雨就要

来了。”这句话原本出自“周朴园”口中。这里，作者便为读者

留下了“空档”。为了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教师可以抛出启

发性问题引领他们思考，比如：“周朴园其实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恶

魔’，他表面是在害怕暴风雨，实则他的内心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通过类似的启发和引导，让学生勇敢的表达看法与推断，这样，

不仅能加深他们对这篇课文思想内涵的深入理解，而且还能进一

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五）丰富口语交际训练形式

以语文课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但是，如果口语交际训练形式过于

单一，那么很难充分调动起学生参与训练的积极主动性，甚至可

能会让学生对语文课产生一定抵触心理。这时候，教师应结合教

学内容丰富口语交际训练形式，同时，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的练习

活动，以提高训练效果，提升语文整体教学质量。

第一，演讲与朗诵。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温柔平和的演讲或

者朗诵，均对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控制能力与情感表现能力发挥

着积极作用。首先，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搜集诸多优秀的演讲

视频或者朗诵音频供学生学习；然后，在班级内，组织开展小型

的演讲或者朗诵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鉴于学生尚未掌握有效的

演讲或者朗诵方法，教师可以让他们先模仿，目的是学习他人语言、

情感控制方法，然后，再让学生围绕某一主题进行创新，以便在

循序渐进中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第二，话题与辩论。教师

可以定期选择学生最感兴趣的热门话题或者最有争议的话题组织

学生开展别开生面的课堂辩论活动，让他们在唇舌之战中不断培

养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比如“中职生使用手机到底是弊大于利

还是利大于弊？”随着辩论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学生将会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语文课堂上，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个人的逻辑

判断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作为

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采取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比如制

定口语交际训练计划、激发口语交际训练兴趣、营造口语交际训

练氛围、创设口语交际训练情境、丰富口语交际训练形式等不断

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水平，从而为他们今后步入职业道路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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