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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 
◆黄宣英 

（广西省河池市南丹县六寨镇陋里小学  广西河池  547217） 

 
摘要：当前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大多数老师在课堂实践及设计教学环节

上更加重视表达，而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倾听是日常活动中人

们交流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倾听能力是学生

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学生综合素养的体现，也是学好各学科知识的

基本功。对于低年级小学生来讲，正是良好习惯养成的重要时。在小学

低年级语文教学中，老师要重视训练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关注每个学

生，引导他们学会倾听，在倾听中思考，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更好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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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低年级的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老师在上课时比较头
疼的问题就是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不认真听讲，有时会
出现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做自己想做的。在课堂上，常常会看到
一个学生没发言完成，旁边的学生就高高地举起手，还一边说着：
“老师，我来……”在老师指定学生回答时，其余没被点到名的
学生会唉声叹气，垂头丧气，无法顾及听讲；发言的学生讲得绘
声绘色，别的同学却自己干着自己的事儿，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自
身学习，还阻碍了师生之间有效互动。人们常说：“在一个人的
成长过程中，倾听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倾听可以让说话者因为
听者的态度感到心情舒畅，给下一步沟通打好基础，还能增进彼
此的信赖与理解，消除隔阂与敌对，改善周围环境气氛。” 

一、倾听能力的含义 
倾听能力是听的人可以理解发言者说话时要表达的含义和

信息在大脑中把语言转换成意义理解的能力。学生的倾听能力是
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细心聆听，主要包括老
师的要求，同学对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边听边想，
把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观点进行对比，看是否一致，或自己有无
新的观点，这期间要完整地听完他人的发言，否则就无法发表自
己完整的观点。 

二、低年级学生无法倾听的原因 
1、无法集中注意力。低年级小学生的注意力不持久，只会

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低年级学生虽然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但无法持续长时间。当他们挨批评的时候情绪马上会低落，受到
表扬又会立即兴高采烈。并且他们的精力比较旺盛，活泼好动而
且好奇心比较强，但是自制力又不足，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冲动，
在上课的时候容易开小差，没有自我约束力。因此，在注意力保
持上比较困难，普遍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发生。 

2、教学过程没有吸引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目标定
位、设计教学流程和教学手段上都会对学生的倾听能力培养产生
影响，如果教学过程平淡无奇，学生肯定就会觉得枯燥无味，又
怎么会专心倾听呢？单一的教学手段，定位不明确以及教学情感
冷漠，都会造成学生无法专心倾听。 

3、小学生的自我中心意识强烈。受社会以及家庭环境的影
响，现在的小学生都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是：表现欲很
强，认为自己都对，认为课堂是展示自己的舞台，其他同学发言
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积极举手，并语言提示老师，只顾表现自己而
不听同学发言，让课堂教学效率低下。 

三、如何培养小学生的倾听能力 
1、明确教学学习目标，端正倾听的态度。小学低年级学生

的特点就是表现欲强，活泼好动，大多数喜欢听别人对自己说，
不能耐下性子来听别人怎么说。有些还会认为其他人说的不对，
自己全对。在其他同学发言的时候，不关注说的是什么，只在意
有没有机会让自己发言。虽然是低年级学生，但是也应该给他们
明确倾听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还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尊重
自己，倾听别人讲话是一种礼貌。怎样算才是认真倾听呢？一是
要专心，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发言，都需要仔细专注。二要有耐
心，不可以在别人没说完时，随意的插嘴发表自己的意见。三要
虚心，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要虚心接受，有错改之，无错也要谦

虚地听完再发表看法。四要用心。听取意见不盲从，选择性接收，
做到听、思、说同步进行，相互促进。最后要学会评价，不重复
别人意见，并在他人基础上提出更新的想法建议。比如说：在课
堂上，让一个同学发言时，可以请其余学生倾听时思考一下他说
的如何？还有没有补充？或是更好的建议等。学生认真听完后，
才能保证不跟其他学生答案雷同，只有这样大家共同努力，才能
端正态度，提高倾听的最终效果。 

2、激发学生倾听的兴趣。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就是兴趣，
对活泼好动的小学生来说，倾听是无趣的，需要老师在这种无趣
中创造和寻找乐趣，激发学生倾听的兴趣。在教学中，可以根据
不同教学内容要求，提出差异化的倾听要求。 

（1）奖励倾听。例如：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给其
他的学生认真听他说的内容，如果谁能总结他的主要内容，那我
就会奖励他一朵小红花。在语文教学中，可以“不小心”说错一
个词，有学生听出来的话，可以给五角星贴纸奖励，来引起班级
其他学生的注意，并把倾听这种最好的方式大大地写在黑板上，
让学生可以记在心底。 

（2）在游戏中学会倾听。用游戏来激励学生学会倾听，引
起学生兴趣。例如：在教学中可以玩“小邮递员”的游戏，老师
说一组词语，让同学依次排队站好，一个一个传递下去，最后一
个学生把这组词语说给老师听，没有错误的同学可以获得小邮递
员的奖章。如此依据不同教学内容提出不同倾听要求，培养学生
的倾听能力，激发起学习兴趣。 

（3）设计有趣生动的学习情境。在教学中老师可以运用新
颖有效的教学手段设计有趣生动的教学情境，以便达到倾听沟通
的目的。例如：在低年级的教材中，可以引入小学生们比较喜欢
的卡通人物，教学中老师要充分利用这些素材，吸引学生学习的
兴趣。与此同时根据班级学生的个性特点，结合课文内容，用故
事来导入课文内容，或者给学生一些图片，让他们看图讲故事，
并根据故事的发展情节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新
的发现来感受成功带来的喜悦，吸引学生倾听的兴趣。 

（4）在生活中学会倾听。生活是个活的语文课堂，给学生
倾听能力的培养创设了情境。可以利用生活的点点滴滴，例如：
在课堂教学前设置“说新闻”的环节，让每一个学生轮流做新闻
播报员，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新闻播报员每天会认真的看节目、
找素材，给第二天的说新闻做各种准备，底下听的学生做文明观
众，短短几分钟的新闻播报，学生尊重主持人，安静倾听。并设
置最佳新闻奖，让听的观众做评委。说的孩子兴趣高涨，倾听和
评价的孩子能力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培养低年级小学生倾听能力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总的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要让学生们学会倾听。倾听是一种习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养成
的。这需要老师的监督提醒和长期引导。在日常教学中，要善于
发现，适时引导，让学生逐步养成倾听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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