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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
——浅谈部编初中语文教材中口语交际教学的新变化及教学策略

杨秀超

（栖霞区实验初级中学石埠桥分校，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口语交际教学自课改以来就被纳入了语文课程标准，地位等同于阅读、写作。然而，口语交际教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部编语文教材的面世，它把口语交际教学作为序列性的专题学习内容。面对这样的新变化，语文教师应该及时做出应对策略，调整

教学方法，切实地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从而提升当代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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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语交际教学的内涵

口语交际教学就是为了顺应口语交际的发展形势，适应口语

交际的需要，依据教学内容，合理设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计划，

有效利用教学方法和策略，培养学生运用简明、规范、连贯而得

体的口头语言，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教育活动。

二、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

（一）口语交际教学是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和要求

课程标准是语文教学以及语文教材编订的依据，《全日制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注（2011 版）》中把口语交际纳入了教学目标

和内容，口语交际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共同

构成了语文新课标的五大学习领域。课标中提出了关于口语交际

教学的具体建议：“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

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

际交流的素养。重视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口语交际的能力，鼓

励学生在各科教学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锻炼口语交际能力。”由

此可见，口语交际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口语交际教学是提高当代中学生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

口语交际能力不单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当代中学生作为社会人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能力。必要的口语

交际能力是他们能够顺利走上相对复杂的真正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个健全的人是能够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

方面是体现在他与他人的谈吐上。而中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学习，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在语文课上渗透口语交际教学是提

高他们交际能力的良好途径。

三、口语交际教学的现状

（一）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口语交际作为口头语，与具有权威性和永久性的书面语比起

来，缺少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几百年来，各种学者对语法规则

的研究都是基于书面语。很少有学者会去系统地研究口头语。很

多时候，口头语只是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由于它自身的突发性、

闲散性、多变性等特点，被认为是缺乏组织、缺乏系统的，不值

得研究，以致口语交际教学处于一个不被重视的状态。

（二）实践力度相对松弛

虽然口语交际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但是在语文实践中并

没有得到重视。无论是从课程安排上看还是从作业、考试等评价

方面来看，口语交际课都是可上可不上的。与此同时，在教学实

践中，“重读写，轻听说”的传统理念已然根深蒂固，现代教育

的应试成分使人重视笔试，轻视口语。凡此种种，都使得口语交

际教学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处于薄弱地位。

（三）语文教师自身能力不足

不管是教师编制考试，还是入职后的教师培训，指向的都是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考察和训练，基本不会涉及口语交际能力

方面的培训。所以语文教师本身在口语交际能力方面存在缺陷，

更别说是去指导学生。正是专业训练的缺乏和对口语交际教学的

不重视，导致了语文教师无法对口交际教学有力的调控。

（四）教材设计不甚合理

纵览我国的语文教材我们不难发现，阅读和写作永远都是大

篇幅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口语交际教向来处于附属地位，对口语

交际教学训练的内容也是先天不足，比如课时少，内容空洞，缺

乏有效的训练指导，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缺乏有效范本的指

导。如今，虽然很多教材都建立了阅读与写作、口语交际的分编

体系，但“听说训练”也只是作为阅读、写作重头戏中的零星点缀，

所占的比例极少。

四、口语交际教学在部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新变化

部编语文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编写的教材。其中，对口语交

际教学的重视在部编版教材里显得尤为突出。其新变化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年级有不用的设计，教学目标呈现梯度性

在七年级的部编语文教材中，为了和小学语文有更好的过度

和衔接，口语交际教学并没有以专门的专题呈现，主要融合在综

合性学习中，培养一般的口语交际能力，比如七年级上“有朋自

远方来”中有“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的交流”以及“耐

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表情、话语、手势等，理解对方的

观点和意图”。而在八九年级的教材中，口语交际教学则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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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动探究的形式呈现，包括讲述、复述、转述、即席讲话、应对、

讨论、辩论、采访、演讲、朗诵等常见的口语交际类别进行专门

分项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二）口语交际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和以往的语文教材相比，部编语文教材使口语交际教学的地

位有所提升，而且其形式也丰富多样。八年级之后，口语交际教

学是以单独的专题的形式呈现的，它的体例与写作专题相似，由

口语指导和口语实践两部分组成，内容非常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与此同时，除了专门的口语交际专题设计之外，部编教材还把口

语交际教学融入“活动探究”单元中加以呈现，比如八年级上册

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单元，其中，新闻采访就是口语交际教学

的重要内容，还有八年级下册的“演讲”单元，更是口语交际教

学的重要内容。

（三）体例编写科学，指导性与实践性兼具

口语交际专题设计，由口语指导和口语实践两部分组成。口

语指导，通过一些精要的程序性知识，帮助学生抓住能力训练的

要点。其中，还举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学生可以通过联系

实际生活来学习体会。比如八年级上册“讲述”这个专题，编者

从阿长给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引入“讲述”的概念，极易引起学

生的兴趣，然后在口语指导部分罗列了一些讲述的注意要点，指

导性强。口语实践，每个专题设计一至三道题目，提供一定的情境，

供学生进行专门的口语交际训练。比如“讲述”专题的口语实践

就是从“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出游、我喜欢

的一位老师（一本书）、我有这样一位朋友、我最爱听的一首歌、

一个美丽的梦”六个题目中选择一个，讲给同学听，并且还做出

了非常详细的提示，可操作性强。

五、基于新变化进行口语交际教学的应对策略

面对口语交际教学在部编初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新变化，作

为初中语文教师的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紧跟新教材

的变化和要求，做出应对策略。

（一）转变观念，研究教材，全面渗透

部编语文教材的面世给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应该转变传统

的观念，高度重视口语交际教学，认真研读新教材中关于口语交际

教学的内容，设计出专门的口语交际课。当然，除了专门的口语交

际课，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口语交际教学渗透到各种课型中，贯穿于

识字、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乃至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中。比如在

写作课上，当我们给出作文题目和要求后，可以先让学生进行口头

作文，再动笔写提纲，最后再成文。另外，老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开

展作文讲评，学生可以就一篇作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还要引导

学生要善于倾听别人的观点并合理、有礼貌地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

从而提升学生的作文鉴赏能力和表达观点的能力。

（二）明确教学目标，学习相关技能

在部编语文教材中，口语交际的专题分为了讲述、复述与转述、

应对、即席讲话、讨论、辩论等，每一个专题的教学内容不一样，

教学目标也不一样，教学方法和方式应该也不一样。比如部编初

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的口语交际专题“转述与复述”，教学内

容非常明确，根据其教学内容及训练的内容，我们应该设定的教

学目标为：1.理解复述和转述的含义，在阅读材料和口语实践中，

掌握复述策略，明确转述基本要求。2. 通过不同材料，情境创设

与再现，由易到难进行复述、转述练习，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筛选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3. 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应对的

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有了明确的

教学目标，我们才能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教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教

学任务。当然，除了明确教学目标外，我们还要学习相关的教学

技能，比如在上“应对”这一课的时候，自己首先要掌握一些应

对技巧，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从而切实提高他们的口语交

际能力。

（三）结合“活动探究”单元，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落实要求

部编语文教材在八九年级增设了四个专门的“活动探究”单

元，包括新闻、演讲、戏剧和诗歌，这是这套教材的一大创新之处。

活动探究单元和以往的以阅读为核心的单元编排方式在本质上有

所区别，它以任务为轴心，以阅读为抓手，整合阅读、口语交际、

写作，以及材料搜集、活动策划、实地考察等项目，形成一个综

合实践系统，听说融合、读写互动，由课内到课外，从而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语文的能力。

“活动探究”单元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它强调学生为主体，

每个学生都要在参与语文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提高语文素养。比如

在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会让学生拟写

采访提纲并让学生去进行采访，这是非常真实的进行口语交际训

练的情境，可以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倾听、应对、表达等口语交

际能力。另外，在学习“演讲”单元的时候，我们先让学生观看《我

是演说家》的演讲视频，再学习教材上四篇风格各异的演讲稿，

然后教给他们撰写演讲稿的基本技巧，最后一步，就是在班上开

展“我是演说家”的演讲比赛，让每个学生都要上台演讲，教师

要给予及时的评价和反馈，评选出演讲优秀者。虽然花的时间较多，

但是这样的语文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来说无疑要比理论说教有趣的

多，也有用得多。把口语交际教学和“活动探究”单元有机结合，

把课堂的舞台归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语文课的主人，真正参与

到语文实践活动中去，切实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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