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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教学中的实践和研究 
◆樊学云 

（贵州省铜仁市坝黄镇中寨小学  贵州铜仁  554307）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小学语文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口语

交际课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内容，其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口语交际

课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使学生通过有
效互动不断提高自身的倾听能力和应对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升。本文针对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教学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笔

者的实际教学经验，阐述了有效的教学策略，以期提高小学语文口语交
际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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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口语交际作为小学生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对于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新课改强调，有必要为
小学生增加全新的教学内容，旨在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口语交际课教学应运而生。通过口语交际课教学，
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促使学
生能够正确运用日常用语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以便准确的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从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实现自
我价值。 

一、深入挖掘教材内容，为学生提供口语训练的机会 
语文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也是学生进行学习活

动的参照物，因此，教师必须要充分发挥教材的功能和作用，利
用教材内容为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口语训练活动，以此提高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首先，以阅读文本内容为基准，引导学生开展想
象思维，进而让学生对想象进行口语表达。例如，在学习《木兰
从军》时，笔者让学生想象当时木兰一个女孩子是怎么在军营里
生活的，又是怎么打仗的；想象木兰在军营身份没被发现的原因
是什么等，进而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口
语表达能力，还开拓了学生的想象思维。其次，结合阅读文本的
形式，开展分角色表演活动，激发学生口语表达的欲望和积极性。
[1]例如，在学习《我要的是葫芦》时，笔者让学生将阅读文本的
情节转化成为“剧本”，鼓励学生创新故事情节，之后进行表演，
这样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拓展学生的思维，还能
够加深学生对阅读文本的认知和理解。最后，掌握阅读文本中人
物的语言描述和表达，进而强化自我口语交际、表达能力。例如，
在学习《景阳冈》时，其中武松和店家的对话，充分体现了武松
个人豪放、倔强、无畏的个性特征。鉴于此，笔者让学生自由结
合这段内容设计一个对话场景，针对店家和武松的人物形象特征
可以自由想象、表达，延伸教材口语表达能力的范畴，深化学生
的口语交际能力。 

二、创设有效教学情境，激发学生自主表达的欲望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情境教学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教育

者的关注。教师通过为学生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或语言情境，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和表达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可以说，创设情境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教
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堂教学中构建一定的、生动、
活泼、民主、和谐的口语交际情境，借以来激发学生想要表达的
欲望，让学生在这个特定的、自由的言论环境中乐于表达。[2]小
学生善于表现自己，并有着较强的模仿力，笔者在教学中设计多
样的主题活动，来调动学生自主参与表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
如，为学生提供生活表演舞台，即引导学生善于观察生活，将生
活中的一些事、人物、社会热点等来编排成口语交际的内容，并
让学生自己充当生活中的某一角色来进行表演，巧妙地把学生置
入特定的生活情境中，进而使其顺其自然地融入到角色中，真实
地感受口语交际的乐趣，从而增强自我表达、自我交际的兴趣。 

三、整合其他教学资源，将口语交际教学落到实处 
除了依靠教材展开教学以外，教师还需要整合其他教学资

源，以此延伸课堂教学内容，最终将口语交际教学落到实处。由
于教材内容相对具有局限性，教师如果单纯依靠教材会限制学生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鉴于此，只有整合课外资源，才能提高
口语教学的全面性。笔者在教学中常鼓励学生收集课外资源，如
课外阅读、地域的名人轶事、商业文化等，来丰富口语交际资源，
同时也鼓励学生运用现在的高科技——网络来收集资料，进而促
使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实现资源的共享，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
口语交际途径。例如，笔者结合当地的自行车零件城、商业开发
区来举办“商品洽谈会”，即让学生介绍本地品牌自行车的优势，
对商品进行推销；开展“小记者招待会”对当地的经济进行调查、
考察、采访等，之后以“记者”的身份对结合采访进行报导等，
充分运用地域特点来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实际的口
语交际能力。 

四、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帮助学生树立表达的信心 
评价作为口语交际教学的关键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评价方式。
口语交际的评价涉及到多个方面，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价值观，这就要求评价主体既要关注学生的表达内容，也
要关注学生在交往中的态度、方法待人处事是否得体，体态语言
的应用等非语言因素。[3]评价的主体不一定是教师，也可以是学
生自己或者是同学。学生之间的交流最真实，学生之间互相评价
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通过相互学习营造轻松的氛围，有利于口
语交际的训练。同时采用情境化的评价模式，真实的反应学生的
口语交际能力。例如，笔者曾为学生创设这样的情境：去商店买
东西，但是回去后发现有质量问题，你应该怎么跟售货员说呢？
通过这样的方法，口语交际能力就可以在模拟的情境中得到正确
的评价。 

五、结语 
综上所述，强化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教学的有效性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通过口语交际课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语
言表达能力，而且还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从
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广大教师要充分发
挥自身的引导作用，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为学生制定针对性的教
学计划，促使学生在互动的过程中掌握丰富的语言表达技巧。此
外，教师还需不断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方法，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将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落到实处，进一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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