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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实践语文教学  夯实听说训练 
◆黄思鹿 

（湖南省娄底市第六小学  417000） 

 
摘要：语文是一门技术的语言学科，也是一门工具学科。对于一门语言

学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项能力。众所周知，听说能力在语

文教学中的培养不可忽视，学生听说能力的低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听

说教学的不足而导致的，这种能力的缺失，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

全面发展。因此，我将在接下来的文章里，以思想和行动上的措施为例，

分享我的一些改变的当前现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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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说过:“不善于听未必善于说不，善于说未必善
于写。”学生的听说能力全面发展，其思维智力才能真正得到发
展。作为教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
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使学生的语文能力能得到全面发
展从而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 

一、更新观念，摆正听说能力的位置 
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课本中都有相对应的口

语训练题目，这也是为了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
标。然而，为了追求优秀率、及格率和升学率等，许多老师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都只重视读写而直接忽略了这一训练的作用。从教
学前的准备工作，到教学时的课堂讲解，再到教学后期的作业布
置，甚至是到检测教学成果的考试，听说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微乎
其微。这样做只能说短期内有利于教学成果的体现，但对于受教
育群体来说得到的确是不全面的发展，也没有真正达到素质教育
的要求。并且，没有在应该接受能力培养的阶段培养，对学生后
期的成长也是不利的。 

要想更加有效地解决当今学生听说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都应该重视语文能力的实际应用，并且将重读写轻听
说的传统做法彻底纠正。百度百科把口语交际定义为一种教学策
略和方式，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提到“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
公民的必备的能力”。因此，重视听说能力的训练，打牢听说基
础，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是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 

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应及时更新自身的观念，摆正听说
能力的位置，认识到听说的重要性:能够促进学生智力的均衡开
发以及对学生作文潜能的开发，从更进一步讲，听说对学生的思
想教育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我建议，教师在教学前期、
中期和后期都要加入听说能力的元素在自己的教学中，贯穿自身
的整个教学过程，增强学生的听说能力。 

二、重在实践，强化听说能力训练 
1.合理利用课本中的听说训练。 
现在的小学教材都新添了口语交际的训练内容，教师在教学

备案时可以结合课文以及口语交际训练的要求准备教学内容，我
一般会在新讲解一篇课文之前准备好几个问题以及所需素材，然
后让学生用自己话来回答。 

例如：在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案的《各有各的本领》中，首先
我会先问学生擅长的事情、都有什么本领，学生讨论答完之后，
我再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不同动物的图，让他们来描述图中的动物
利用什么在干什么，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加强学生之间的口语交
流，锻炼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对课本内容的
传授。 

2.利用课余时间锻炼听说能力。 
大部分小学都已经统一安装上了多媒体课件，因此可以在课

间或者上课之余播放小故事、短新闻或者笑话等小视频，而在下
一堂课或者看完视频后让学生复述故事或新闻的要点。一般我会
利用这个时间段播放由中国教育出版网出版的“成语视频(短兵
相接)”，用视频和讲故事的形式来解释一个成语会让学生记得更
加清楚，也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乐趣和意愿。口语素材的积累
是口语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之一。 

3.创新形式，增加学习趣味性。 

针对小学生年龄小的特点，采取一些有趣味性的学习方式会
更加吸引他们。为了使听说训练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可以创新学
生口语技能锻炼的形式，比如合理地加入游戏、进行比赛或组织
团体活动等。作为小学老师，我会在完成规定学习内容的空余时
间组织学生进行口语比赛。 

例如：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课本的第一单元中的成语天地
里，就有成语接龙的题目，我会在空余时间将其作为成语接龙比
赛的题目，如“天真烂漫、漫不经心、心荡神摇、摇笔即来等”，
比赛队伍为班里各小组，由抽签决定第一个成语，接龙完成最快
的一组获胜，获胜小组获得事先准备好的奖励，失败的小组则需
要查字典解释获胜队伍的成语释义。我认为这样在娱乐的过程中
结合了课本的读写内容，并将其用听说的方式展现出来，真正体
现了听说读写相结合。并且比赛这种形式很好地利用了小学生的
争强心理，达到了提高趣味性的目的。 

4.培养学生“听”的良好习惯。 
听是说的前提，要释放信息只能有了吸收信息这个大前提才

能够进行，只有在听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说。语文听说在小学阶
段是很重要的打基础的作用，这将影响到学生后期是否能够全面
发展，而这个阶段中，听的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学生良好听的
习惯的养成，对学习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让学生能够在语文道
路上遇到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我在上课时一般会找到原文朗诵
录音播放给学生，尤其是散文和诗歌，这对于培养他们听是有帮
助的。 

例如：在教学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的课本里的《黄鹤楼送孟
浩然之广陵》课前，我在中华经典系列视频中找到了相关的诗歌
朗诵视频，便用多媒体设备播放给学生听，首先是为了增加学生
听的内容，培养听的良好习惯，其次是让学生们感受诗歌朗诵时
体现出的情感所在，也有利于加强对诗歌表达的阅读理解。可见，
“听”不是单纯地用耳朵听完就好了，它在增加自己听的内容同
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身的“说”，而从听觉接受到的情感，
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感情理顺了诗歌理解了，自然学生
的“写”便也没有问题了。 

结语： 
听说能力是语文学习的基石，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因此我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孩子学习道路上的引路人，应该转变观念，重
视起学生的听说训练，紧抓学生说话能力的培养，把学生的听说
训练放到重要位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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