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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面试口语素养与训练现状调查研究初探

雷意群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　宜春　336000

摘　要：无论是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还是参加教师招聘考试（以下简称为“两考”），面试是不可

或缺的环节，面试的成功使师范生能顺利地获得教师资格证进而走上教师岗位。其中，现场的口语表达

效果对面试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师范院校要对“两考”面试进行全面、积极引导，突出面试口语的

重要作用，力争使师范生熟悉面试流程，了解评分标准，明确面试口语内容，进而构建师范生面试口语

素养与训练体系，以利提升口语素养并有效指导面试口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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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两考”一般由笔试、面试两个环节

构成，笔试、面试成绩合格后“两考”才算顺利通过。

经调研，很多地方的“两考”面试往往采用“试讲”

或“说课”并辅以“当面答辩”等形式。无论是“当

面答辩”还是“试讲”“说课”，面试口语的表达

效果直接决定了面试的成功。围绕着师范生口语素

养与训练现状这一中心，本课题组对包含宜春学院

一所本科院校和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饶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赣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三所师范高专院校的部分师范生进行了调研。本

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2000 份，有效回收 1899 份。其

调研结果分析如下：

一、对基本流程及评分标准了解不多

目前师范院校女生多男生少是不争的客观现

实。86.1% 的问卷参与者认为女性“在口语表达上

更具有优势”，这对于师范生将来的“两考”面试

而言无疑是福音。尽管大多数师范生都知道 “两考”

包含面试环节，但问卷结果却显现出师范生对“两

考”面试基本流程了解不多、评分标准知之不详的

事实：师范生“对‘两考’面试基本流程”非常了

解的只有 6.74%，了解一些的有 69.46%，不了解的

有 23.8%；涉及“两考”具体的评分标准时，非常

了解的只有 3.95%，了解一些的有 54.13%，不了解

的多达 41.92%。这说明部分师范生可能有了解相

关面试的主动性和积极心态，也曾尝试进行面试的

提前准备工作，但更多的师范生仍处于盲从、懵懂

状态，不明确面试准备工作从何处着手、突破。这

可能与师范生熟悉面试流程、了解评分标准的渠道

有限直接关联。问卷显示师范生接触“两考”面试

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家庭熏陶 25.43%，社会宣传

43.08%，网络媒体 76.57%；学校教育 86.1%；“其

他”的主要有“朋友同学亲戚交流”“培训机构的

宣传”“社会实践的经历”“学长学姐的经验”等。

基于此，师范院校要加大教育引导力度，拓宽渠道，

利用课堂内外、微信公众号、融媒体等形式不断进

行“两考”面试基本流程的介绍和评分标准的解读。

二、对口语表达的决定性作用高度认可

问卷结果显示师范生对口语表达的决定性作用

基本认可度高，如面对“口语表达在师范生参加‘两

考’的重要程度”时，91.79% 的师范生选择了“非

常重要”，7.95% “一般重要”，只有 0.26%“不重要”。

“两考”面试是评委、师范生的面对面语言交流，

这种语言交流是考生整体表现的具象外化，决定了

师范生教育教学职业素养。由此，从自身经历、学

习感受出发，86.2% 的师范生认同普通话对师范生

面试口语表达的影响“很大”，13.48% 认为 “一般”，

0.32%“没有影响”。1993 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

院校教师口语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口语要把口语

训练放在突出位置，教师要注重教育教学语言的理

论指导与示范，因此，师范院校的教师口语课程一

般包含普通话训练、语言表演训练、教师职业口语

训练：普通话训练是前提，语言表演训练是延续与

深化，教育教学的专业用语是提高与扩展。

三、对面试口语表达内容掌握较多

基于对“两考”面试重要性及面试口语表达

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认可，大多数被问卷的师范生

能主动了解面试口语的内容。问卷结果显示，师

范生认为面试口语应包含“教师基本素养”“教学

基本技能”“板书”“思维品质”“教学实施”

等：勾选教师基本素养的有 97.74%，教学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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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有 96.42%，板书的有 80.09%，思维品质的有

89.89%，教学实施的有 84.1%；部分师范生还认为

面试口语内容应具体化为师德人品、个人思维、心

理素质、情感逻辑、语速语调、吐字清晰、教姿教

态（表情）、教育机智、手势等辅助手段及对教学

重难点的突破、专业知识水平、交际交流等。尽管

基本了解面试口语内容，也初步掌握了面试口语评

分标准，但师范生面试时口语表达的失分项仍有不

同外化：较长时间语音停顿而失分的占 88.41%；思

维不缜密、缺乏条理性而失分的占 86.99%；语音不

标准而失分的占 85.47%；音量偏低，语速偏快，语

调平坦无起伏的占 83.73%；往往只能体现出对知识

的教学，缺乏其他维度的体现而失分的占 75.88%；

没有创设情境，缺乏高质量的提问，环节之间缺少

过渡而失分的占 73.3%；教学评价单一而失分的占

71.35%。有些被问卷者还提供了“其他”答案：不

够理性，容易紧张，过于口语化，吐字不清，语序

混乱，词语匮乏，对课程内容不熟悉（或内容过多），

专业知识构架不清楚，不顾受众，没有互动等。加

强日常训练，注重模拟演练无疑是避免失分的有效

途径。

四、对面试口语常态化训练特别重视

师范生普遍认同口语表达对面试成绩的直接

性、决定性作用，也认为应该在平时就注重口语训

练和模拟演练。涉及面试口语专项训练形式时，

师范生常采用的、接纳度较高的分别为：有声语

言训练 94.52%，随机应变训练 92.1%，话题构思

训练 91.63%，肢体语言训练 86.52%，修辞应用训

练 77.62%；“其他”行之有效的形式还有师生交

流、镜面练习、共情感受、顶岗实习等。面试前的

口语“专项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语音准确

度、心理素养、思维品质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还有赖于师范生面试口语的“综合训练”：选择

试讲占 88.99%，即兴问答有 86.68%，即兴演讲有

86.41%，说课有 82.78%，独白式解说有 80.94%，

故事讲学的 80.67%；部分师范生认为“综合训练”

还包含“听课与评课”“对话与辩论”“见习与演

练”“板书与朗诵”等。专项训练与综合训练是口

语常态化训练形式的具体表现，这些训练方式不仅

着力于面试口语表达的语音、语速、语调等，而且

还能提升师范生应对面试现场的临场能力，增强师

范生面试口语表达的逻辑性，让面试口语具有表演

性、灵动性，使师范生的面试口语更富有表现力与

感染力。

被 问 卷 的 师 范 生 认 为 参 加 面 试 还 应 关 注 其

他 诸 多 方 面： 选 择 心 理 素 质 的 有 94.63%， 仪 表

仪 态 的 93.21%， 思 维 品 质 的 86.89%， 教 学 设 计

的 89.73%， 教 学 实 施 的 86.68%， 教 学 评 价 的

81.04%，文化素养的 86.78%，写作素养的 72.3%，

“其他”答案还有“育德育人”“教育素养”“教

学方式”“教学质量”“招聘学校的各方面信息”“应

变能力素养（临场发挥）”“文字素养”“学习能力”“储

存知识”“人文素养”“实践能力”“思想素养”等。

因此，构建面试口语素养与训练体系成为指导师范

生面试的有效、有力手段。对于“面试口语素养”

体系，师范生有着清醒的认识：选择“表达素养”

的占 98.16%，“构思素养”的 93.63%，“心理素养”

的 93.26%，“修辞素养”的 84.57%。除此之外，

知识素养、人文素养、自我创新、道德素养、评价

素养、语言素养、条理性素养、服装素养等也是面

试口语素养必备内容。诸如此类素养的获得、提升

都有赖于专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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