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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口语交际课”作为统编教材的一种新课型出现后，越来

越多的教师意识到了口语交际教学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那么教

师如何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引导学生去进

行交际训练，我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从以下四方面谈谈我的认识。 

一、把握课型，明确目标 
作为统编教材的一种新课型，“口语交际课”突出的是口语交

际的“交际功能”，强调的是交际过程中的“互动”。每次口语交际

训练虽重点不同，但其核心始终是关注学生的“倾听、表达与应对”

三种能力。通过在课堂中组织学生在对话中说，在小组合作中说，

在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说，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习惯、发展学生

的语言思维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对话题进行适当

的延伸，不断提高口语交际训练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如：五年级口语交际“父母之爱”，文本呈现给我们只是三种父母

对待孩子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让我们针对事例中爸爸妈妈的做法，

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孩子们在评价之后，如何拓展延伸“父母

之爱”的主体，这才是值得研究的。 

在教学中，老师还应注重指导，有些话题比较简单，可以先让

他们通过同桌或小组交流，对话题进行分析讨论，并尝试准确表述、

相互完善，然后再进行全班的交流；针对一些话题比较难，甚至抽

象的话题，教师要加以指导，让大部分学生知道交流的真正主题是

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交流，只有这样，他们的思路明确后，才

能达到相互借鉴，相互取舍的目的，然后再进行交流展示，效果就

更加明显。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学时，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设生动、

活泼、有趣的交际情境，让他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学生的

交际愿望才会强烈。 

创设情境的方法很多。首先，用游戏创设情境。比如一年级口

语交际课“我说你做”，课堂上我要带领孩子们做游戏，却小声地

说了游戏规则，结果一部分孩子做对了，另一部分孩子着急得不得

了，于是要求老师重新大声说一遍游戏规则。于是我就把本课的一

条交际要求“大声说，让别人听得见”板书出来。这一条交际要求，

是学生在游戏中体验到“说得太轻，别人就听不明白，就会做错动

作”。有了切身体验后，轮到自己来发口令，孩子就知道要“大声

说”了。 

第二、用故事创设情境。口语交际中，借助故事创设情境，也

是常用、有效的方法。如二年级上册“商量”，一开始就可以用故

事引入：小明忘带跳绳了，结果借来借去都借不到的故事。让学生

讨论交流，明明为什么借不到跳绳呢？初步体会不会与人商量所带

来的困难，为后面的学习提供了认知基础。 

第三、用视频创设情境。视频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场

景，孩子在观看视频的时候，能快速“进入”角色，有利于激发他

们交际的兴趣。教学二年级下册“推荐一部动画片”，可以拍摄两

个小朋友聊动画片的视频，让大家“看见”怎样向别人推荐动画片。

比如五年级“怎么表演课本剧”，可以把精彩的课本剧视频带到课

堂上，会起到很好的借鉴和模仿作用。 

第四、联系自身谈认识，也是创设情景的一个好方法。比如在

《制定班级公约》的教学中，为了提高小学生的口语交际兴趣，我

先让学生设想一下班级的建设目标：你想在什么样的班级中生活、

学习？同学们的兴趣马上就来了，在同学们的广泛发言下，一个特

别美好、特别理想的班级设想出来了。我因势利导，那么我们现在

的班级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们一起找一找，抓出问题，改正不

足。于是学生开始从各个方面开始提出问题，我则从学习、纪律、

卫生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根据我们的建设目标，筛选、确定班级

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然后分组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并进一步筛

选、梳理、汇总，使公约内容被大家认可和接受。 

三、注重细节，培养习惯 
小学阶段的口语交际，要求学生与人交流时态度自然大方、有

礼貌，参与交际的人要认真倾听，还要适时接话，谈自己的意见和

想法，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小学生在课堂

上的专注度不够，教师要耐心提醒，要提醒学生说完整的句子，学

会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注意文明礼貌。我想：提醒这些看似极小

的细节，有些甚至与本节课学习无关的细节，既是在教学生口语交

际，也是在教学生做人。 

四、落实考核，以评促学 
口语交际作为一种能力，要想使所有的孩子都能切实得到锻

炼，还必须要加强考核，这是保证口语交际训练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的重要措施。学期结束时，学校可以采用面试的方法，把“说话”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进行考核。同时在平时的阶段测试中，也

可以有意创设口语交际场景，在润物细无声中使学生的口语交际能

力得到锻炼。 

总之，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

教师在其中担任着引导者的角色。教师既要为学生提供口语交际的

氛围环境，又应该展开针对性的训练，为他们撑起一片交际互动的

晴空，让他们在与人交际的海洋中自由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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