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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低年级学生口语交际素养的培养 
◆谭翠欢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528200） 

 
摘要：口语交际素养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可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本文遵循还课堂于学生的

理念，把口语交际与拼音教学、识字教学、阅读教学整合在一起，从一

年级开始，课堂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学会倾听，积极参加讨论，敢于

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就不理解的地方向别人请教，就不同意见与人商讨”

的能力，实实在在地培养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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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地告诉我们：口语交际的重点是培
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
际交流的素养。而我们每天进行的语文教学活动，都离不开师生、
生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就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口语交际机
会，也拓宽了口语交际的渠道，使口语交际无处不在，学生的口
语交际能力也在每天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培养。下面谈
谈我在教学中的一些做法： 

一、在拼音教学中，激发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兴趣。 
拼音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起点，而小学阶段是学生发展语

言的最佳时期，尤其是低年级。因此，我十分重视抓好这个时期
的口语交际训练。在拼音教学中，抓好创设语言环境，诱发学生
注意听，乐意说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教汉语拼音时，教材从学习 bpmf 开始，每课都安排了一些
意境优美、贴近儿童生活的情境图，并配有相关的词、短语和句
子。如：一个小男孩在家做贺卡，他的爸爸妈妈在家做家务的图
画。我充分利用这些图画，注意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每一篇课文的
插图，想一想，说一说，图上画的是什么？他（她）是谁？在什
么地方？做什么事？说完后再读读图上出现的词、短语或句子，
并尝试用上这些词语完整地说几句话，先小组内交流，再班上交
流。这样，把汉语拼音教学融化在“看看→想想→说说→读读→
议议”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学习汉语拼音、通过汉语拼音识字的
同时又得到口语交际的训练，提早发展语言。 

二、在识字和词句教学中，培养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 
要提高识字量，就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识字。我在识字教

学中，注意结合学生的口头语言，通过看、听、想、说，把识字
教学放在课文里学习。同时，又以听、说为媒介，把字、词、句
联系起来，要求学生说完整的话，从而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思维。 

如在学生学会生字“手”之后，我启发道：你有一双手，他
有一双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同学们，你们说一说，人的手
会做些什么呢？学生纷纷说出：“老师的手会操控计算机，画出
很多很美的图形。”“工人的手会做工。”“农民的手会种田。”“解
放军叔叔的手会握枪保卫祖国。”“我们的手会写字。”……至此，
全班学生已经从认识字词到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便因势利导地
概括出：“人是能干的，因为人人都有一双手。同学们都有一双
手，在学校里，在家里应怎样做呢？”让学生先在小组内讨论，
完善自己的语言，然后在班上汇报。学生就根据自己所做的说出
来：“在学校里，我会扫地、擦桌子、擦黑板……在家里我会洗
衣服、做饭……”这时，我又鼓励学生以“人人都有一双手”为
话题，根据刚才讨论、交流的内容、结合自己的实际说出几句话，
并让学生互相评价谁说得好。通过师生、生生双边互动的口语交
际活动，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听说能力，而且延伸了交际的范围、
拓宽了知识面，使学生逐步养成用普通话说完整话的习惯，并慢
慢从说一句话向把话说详细的目标迈进。 

三、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如果说，在拼音教学中培养了学生乐于表达的兴趣、敢于交

流的勇气，在识字教学中培养了学生听清问题，领会意思，并能
说出完整的句子，说流利的话；那么，在阅读教学中的口语交际

训练就应进一步提高要求，要训练学生听清问题的层次（听老师
的提问，听同学的回答），回答问题要按一定的顺序，语言表达
要有条理。阅读教学中的听说训练能起到促读写，启发思维，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以说带写，使口头表达能力向书面表达
能力转化，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语文基本功训练。 

1、启发读书，指导复述。 
如教学《一次比一次有进步》这课，我注意指导学生根据课

后的提示思考：燕子妈妈为什么夸小燕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阅
读要求：小燕子到菜园看了几次？每次看到什么？让学生认真多
读几遍课文，借助课文中的插图、联系生活实际读懂课文。然后
让学生练习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复述课文内容。班上交流后还
要求对同学的回答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此训练倾听、表达的能力，
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培养和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另外，每当
教学一些故事性较强，语言生动有趣的课文，我都布置学生课后
把故事讲给家长或小伙伴听。通过这样，实现从模仿说话到独立
说话的过渡。 

2、恰当地运用媒体，优化口语交际训练，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 

在阅读教学中，我还经常采用不同的教学媒体，对低年级学
生进行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听说训练形象化，多样化，活跃
课堂气氛，进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我在教《小熊住
山洞》一课时，先让学生一边观察文中美丽的插图，一边听课文
的录音，先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接着，在学生把课文读流利
后，我又通过播放课文的动画让学生一边看一边思考：小熊为什
么一年四季都不舍得砍树造房子？最后，动物们给他送来鲜花时
会说些什么呢？你觉得要向小熊学习些什么？接着让学生互相
讨论，取长补短，并鼓励他们积极动脑，大胆想象，然后再进行
汇报，相互评价。这样的训练，既把听说训练结合在一起，又形
声并茂，使学生感知思维，想象记忆，心理活动始终处于积极状
态。 

四、利用专门的口语交际课促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教材中，每个语文园地都设有独立的“口语交际”内容。它

的内容广泛，针对性强，对专门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大
帮助。 

例如：在教学“我们身边的垃圾”这次口语交际，我让学生
互相交流一下“垃圾是从哪里来的？你有什么想法去处理生活垃
圾？并把想法画下来。”对于一年级学生，要说出“垃圾是从哪
里来的”并不是问题，难就难在：怎么去处理这些垃圾。为此，
我就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调查了解，查找资料。在下一次的口
语交际课上，我就根据学生资料来源的不同把他们分成了几个小
组，然后让学生互相用采访的方式进行口语交际，把观察到的、
搜索到的资料在班上进行互相的交流、质疑、讨论。由于有了课
前认真的准备，这样，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有了想表达的内容，
想交流的激情。最后，我还让各小组的成员合作把该组的想法画
下来，做成一份简单的手抄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表达能力
不但得到了提高，还培养了观察、搜索、整理资料、倾听、思考、
询问、解答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口语交际是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言语活动。这种言语交际
活动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进行。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课
堂教学这个“特定的环境”，充分用好教材这个“特定的环境”，
真正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口语交际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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