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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张玉凤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佟江小学，吉林 通化 134000）

一、创设交际情境，培养口语交际能力

（一）创设语言情境，激发兴趣

教师的语言、情感、教学的内容，势必作用于学生的心理。

教师自身要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加入学生中间，成为学生的伙伴，

努力营构轻松和谐的氛围，让学生轻装上阵，敢于表达并乐于表

达。比如：在上口语交际课《我爱画画》时，先让学生猜谜：“远

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说的什么？

当学生猜出谜底（“画”）后，再告诉学生：“画画可以让我们

看到美丽的校园，雄伟壮丽的三峡，漂亮的鲜花，可爱的小动物……

可以看到一个多彩的世界。”顺势揭示课题——《我爱画画》。

有趣的谜语，生动的语言吸引了学生，可以唤起他们浓厚的说话

兴趣，让他们兴致勃勃地交流自己对画的喜爱之情。

（二）通过角色扮演创设情境

学生只有对学习材料感兴趣了，才会激起情感，情感又会触

发语言动机，提高语言技巧，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要说。我在教《丑

小鸭》这篇课文时，先引导学生找出各种动物角色，它们的动作

和语言，进行感情朗读后，请几个同学分角色表演。小演员们戴

着各种动物的头饰把动物的性格特点、动作、语言、神态维妙维

肖地表演出来。表演完了，其他同学还纷纷争着扮演故事里的角色，

这样课堂气氛达到了高潮。通过表演，交际的交互由生生之间到

师生之间，由师生之间再到生本之间不断转化，构建了一个多维

度的口语交际平台，从文导演，提升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三）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情境

运用多媒体手段，使口语交际训练生动化。毕竟学生和老师

一起的时间多在课堂上，受时间和空间条件制约，有时无法创设

情境。但是运用多媒体辅助手段可以将教师无法描述，学生没看

过的东西或景象，生动形象的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产生感性

认识，更激发了学生兴趣，对口语交际教学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努力实现口语交际的双向互动。

（四）学文仿说，培养学生创造力

学生善于仿写，教师千万不要限制学生的创造力，学完课文

后应让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及所获取的信息，仿照课文的形

式仿写，在仿写的过程中穿插听中评和听后评，对精彩的语句及

时鼓励、表扬，使其品尝到成功的喜悦，获得满足感，增强口语

交际的自信心和勇气。如《我爱故乡的杨梅》课文，作者按整体

到部分，由表及里的顺序来叙述杨梅果的可爱，抓住杨梅果的形状、

颜色、味道的特点来写。学习这一课，可组织举行“水果展销会”，

让学生运用课文按一定顺序抓特点写的方法来介绍家乡的一种水

果，并且鼓励学生大胆发挥，只要能吸引客商，你想怎样介绍就

怎样介绍。这种教学在原有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拓宽教材内容，

创设情境，学生学文仿说，既培养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又使

学生的想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在朗读中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

朗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多种形

式的朗读，使学生在朗读的实践中有一种身临其境、似曾相识的

感觉，情绪也就会高涨起来，学生学习口语交际的主动性就会被

激发出来，他们就会带着情感，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进交际的空

间，去作进一步的体验。例如：在教学《桂林山水》时，设计了

这样的朗读片段：“漓江的水真美呀！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漓江，

荡舟漓江，感受这种美，请跟我一起读。”接着，老师又叫学生

独自朗读体会美。这样，通过教师的领读感悟美，通过学生的个

别读品味美，在此基础上，老师及时引导：漓江的水让我们流连

往返，难道我们的家乡就没有这么美的景色吗？作为家乡的一分

子，难道没有义务展示一下家乡的美吗？这样，通过朗读，为学

生创设了口语表达的机会，通过借鉴，积累了词汇，丰富了语言，

使学生变得有话可说了，使口语交际的初步目标——能说话、会

说话得到了训练。

三、利用课前加强口语交际训练

课堂教学就是师生双向互动过程，每一堂课都为学生口语能

力的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语文课尤其如此。

1. 每节“三分钟的演讲”“两分钟的评说”：学生在课外

三五成群，经常是侃侃而谈，但面对大家却胆量顿消，为此我们

的做法是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在条子上，装在

盒子里，课前抽条准备，上课后站在讲台上演讲，每次演讲结束后，

由另一个同学讲评。同学评同学，无所顾忌，有感而发，肯定中

有建议，不足中有补充，常常会赢得大家的掌声。

2.“课前美文欣赏”：课前安排一个学生准备一篇优美的诗

歌或散文，在台前朗读，要求其他学生仔细倾听，然后让一位学

生复述美文中自己认为最好的语句。由此生发出一篇口头作文，

这样既训练了口语，也提高了作文水平和美的鉴赏能力。

四、联系现实生活，积累素材

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学生积极主动锻炼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绝好的口语交际素材。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到工厂、街道、农村、

部队进行实践活动，组织春游、军训、远足旅行，开展重阳节敬

老活动，参加“红色之旅”活动，让学生们接触社会，熟悉火热

的生活，在实践中学会分析，增长才干。只有把交际内容和学生

生活经验紧密联系起来，口语交际训练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五、增加阅读，拓展延伸

阅读大量的书籍，能丰富一个人的知识。而在知识不断积累的过

程中，口语交际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古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能吟”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扩

大学生的阅读面，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吸取一些好的词汇、句子以及

表达方式，从而避免学生在说话时出现不知如何表达的现象。

六、结语

总之，小学生口语交际的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激起

学生的交际兴趣，坚持语言实践的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情境，

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得到口语交际的锻炼，使学生掌握口语交际

的基本技能，养成良好的口语交际、课外阅读习惯。只有这样，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才会迅速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