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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开启一扇门——畅游口语交际园 
◆李先忠 

（湖北省巴东县信陵镇中心学校  444300） 

 
“儿童是用形象、色彩声音来思维的。”口语交际教学要选

择直观、形象的内容，生动活泼的教法使孩子饶有兴趣地主动地
投入到说话训练中去，积极的观察、思考、想象。这样孩子的语
言犹如涓涓细流，流入心田。 

一、创设情景，引发“说” 
情景的创设是引发孩子口语交际的重要环节，孩子可以在创

设的情景中自主交流，锻炼胆量。例如一个单元语文园地中口语
交际要求“互相介绍自己的家”。我把这次口语交际变成了一次
“让我和你交朋友”的交友活动。课前将教室布置成联欢会的会
场，所有孩子围坐在一起，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交友环境。课始
先让孩子说说想了解好朋友哪些情况，然后独自练习介绍自己的
情况，接下来再进行全班性的活动：一个孩子上台自我介绍，并
说出希望交一个什么样的朋友。愿意和她交朋友的，可以走上台
介绍自己的情况，并和她进行交谈，或共演一个节目。在活动中，
孩子们积极参与，自找朋友，自由交流，互相了解年龄、性格、
爱好、学习、家庭等情况，气氛非常热烈。这样面对面的交谈，
锻炼了孩子的口语交际能力，增进了孩子之间的友谊，更使他们
进一步认识到提高说话能力的重要性。  

二、给予赏识，强化“说” 
赏识是一种爱。当我们用欣赏的眼光看孩子，并且真诚地赞

扬孩子时，将会给他们增添无穷的力量。根据孩子这一心理特点，
在课堂上对于孩子的发言，我都给予肯定、表扬或奖励，就是说
得不好的，我也不训斥，以免挫伤孩子在学龄前期孕育的积极性。
“你的声音真响亮！”“你还会用这个词，真不简单啊！”“你一下
子能说这么多，太了不起了！”“你说起话来小手放得直直的，身
子站得挺挺的，多大方啊！”这些话都是我常挂在嘴边的，红星、
小书签、卡通图片等小礼物更是我时常奖励给孩子们的。说得特
别好的小朋友还会在众多羡慕的眼神中接受老师奇特的奖励─
─当一天班长、让老师抱一抱、捏捏老师的鼻子等，并请他到讲
台前说给大家听，称他为“说话小能手”。教师的赏识激发了孩
子说话的积极性，即使是平庸的孩子，在赏识的雨露下也会变得
鲜活起来，产生强烈的幸福体验。渐渐的，他们的胆子大了，说
话的兴趣浓了，觉得和同学、老师交流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小
的讲台成了孩子们向往的舞台。 

三、运用图画，想像“说” 
一年级的语文教学中，看图说话是一项重点，它是孩子以后

看图写话、书面作文的基础，但往往这也是训练不够充分的一个
环节，现在的教学中，“重读写，轻听说”的现象仍较严重。一
天，有个孩子拿着自己画的一幅画对我说：“老师，你知道我画
的是什么吗？袋鼠妈妈用口袋装着小袋鼠，走啊走，忽然觉得很
轻松，往口袋里一看，小袋鼠不见了，原来小袋鼠怕妈妈太累，
钻了出来跟在妈妈背后呢！”我心中一动，多么奇妙的想法，多
好的一次看图说话呀！孩子的每幅画中都包含了自己的思想、理
想、愿望，实际上他们在每次画画时，心里都进行着“看图想话”，
如果能引导他们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不是很好的说话训练吗？
于是，除了引导孩子说好课本上的每次“看图说话”外，我抓住
了大部分孩子喜欢画画的特点，鼓励他们“边画边说”，每画一
幅画，都把它的意思说出来。并且在班里设置了一个“说画台”，
如果觉得自己的画不错，就把它贴到上面，让其他同学也来说一
说。每天早上的晨会，我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针对其中的一幅
或几幅进行集体训练。孩子们对这项内容很感兴趣，有时，一幅
画能说出很多句子，甚至一段完整的话。记得有位同学画了一幅
“我当上了老师”，并且说：“如果我当上了老师，我会做同学们
的朋友，我会永远向他们微笑，让他们喜欢我。”其他同学也纷
纷说：“我当了老师，会在下课时和他们一起做游戏，星期天带
他们去郊游”“我当了老师，我要给每个孩子的作业本上都得上
小红花！”……天真的声音，道出了孩子的心声，这不比什么都
珍贵吗？  

四、续编课文，仿照“说” 

孩子编歌谣的天才，教师千万不要设置框框，限制他们的创
造力。如学完《我长大了一岁》后，让孩子再续编一段，最后一
句：“我长大了一岁。”首行让孩子总结自己的进步，然后用诗句
的形式表达出来。“小树，小树，看见我不要害怕。再也不摇动
你们了，我长大了一岁。”“小狗，小狗，看见我不要乱叫。再也
不捉你们了，我长大了一岁。”再如学了《我们的节日》，“六•
一”对孩子来说是快乐的、盼望已久的节日，我首先让孩子畅所
欲言、尽情欢笑，然后让孩子仿照课文写。“‘六•一’的白云飘
飘的，‘六•一’的银河闪闪的，‘六•一’的小鸟欢欢的……”在
宽松和谐的氛围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位诗人，每一个孩子都是
一个天才。对精彩的语句，我们要及时给予喝彩、鼓励，使孩子
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获得了成功的满足感，增强了口语交际的
自信心和勇气。 

五、填写空白，大胆“说” 
人教版教材第一册图文并茂，课文生动有趣，是根据有关作

家的作品改编的，语言简洁明快，富有节奏；内容丰富，贴近孩
子生活；编排符合小孩子认知特点，孩子喜欢读，熟读之后多数
孩子能理解或背诵，有利于孩子积累语言。在教学中，我利用教
材留给教师的空间钻研课文，精心设计问题。如《自己去吧》一
文，有这么两句话：“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过了几天，
小鹰学会了飞翔。”小鸭和小鹰是怎么学会的？学会后心情会怎
样？妈妈会怎么夸？小鸭和小鹰又会怎么回答？让孩子们展开
讨论。这样的问题，既要结合课文内容，又要联系生活中所见过
的、经历过的情景进行再造想象和表达，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口语
交际能力。课文中这样的空白不少，我们如能巧妙设计话题，“填
补”“空白”，为孩子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给孩子创造语言实践
的机会，有利于深化对课文的理解，为口语交际奠定基础。还如
《五彩池》中的“池边是金色的石粉凝聚成的，像一圈圈彩带，
把大大小小的水池转成各种不同的形状，有像葫芦的，有像镰刀
的，有像盘子的，有像莲花的……”让孩子反复读这句话，体会
省略号的用途。想像一下五彩池还有哪些形状？孩子的想像力真
是开阔极了，看他们的回答：有像五角星的，有像天上的星星的；
有像桃子的，有像山茶花的……  

让孩子爱说，乐说，是我们说话起步教学最重要的目的和归
宿，在低年级，培养孩子的说写兴趣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教师
利用丰富有趣的训练方法，为孩子打开一扇门,带领他们走进口
语交际的乐园，享受口语交际的乐趣，对发展孩子的语言及一生
的成长都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