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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熊云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八师石河子一三六团中学  834018） 

 
摘要：语文是 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然而，

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呢？这就需要教师搭建表达的平台，

创造机会让学生愿意开口说，进而在不断锻炼中逐渐提高学生的口语表

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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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通讯设施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
的思想感情交流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活跃。语言作为人际交
往的主要工具，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许多有识之士是把口才视
为事业成功的基本要素。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我们教育工
作者应该认识开放发展的未来社会对人的口头表达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口语水平，培养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对学生的终生学习和发展时刻也不能松懈  

一、端正教师的师德师风  
作为人民教师，应该端正师德、师风，为教育发展奉献力量。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越是落后，教师更应该肩负起培养人才的重
任。 

作为人民教师，更应该进一步认识语文教学的积极意义，应
该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四有新人。语文
教学应该由应试教学向素质教学转移，加强学生口语训练，提高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学生语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既是《新课
程标准》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语文教学工作者的
重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各种通讯工具的
运用，对人的口语表达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口语表达
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立足社会终生受用的能力，同时也关系到
学生今后一生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应该抱着对学
生，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加强口语训练，做到读写与听说相互结
合，相铺相成，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小学生语文口语发展重在平时训练 
要促进小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不仅要在课堂上进行有

针对性的训练，更要与周围现实中的人、物、大自然及社会现象
紧密相连。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孩子们获得感官刺激，通过感知、
听、看、触、摸、尝、闻等获得对社会的认知，促进语言发展和
思维进步。语言发展有助于提高孩子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而随着
孩子们认识范围的扩大，知识难度的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作用于
孩子们的思维，促进孩子们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的提高。所以，
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注意结合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接
触的到社会环境，把发展语言交往能力与认知能力紧密联系在一
起，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由于年龄特点，孩子们注重直观感知。
为此，我们要创造条件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内容，让孩子们在实践
中认识世界、发展语言。孩子们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经验，联系语
言词汇，促进思维发展和语感形成。   

三、丰富口语表达训练的内容与形式  
口语表的的内容首先应该立足于教材。语文教学绝大多数时

间用在课文分析的教学上，而教材的编写紧扣《语文新课程标
准》，并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水平，而且编排体系完整，内容
丰富明晰，目标明确。语文教师应该遵循教材的设置意图，在课
堂教学中强化口语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如果语
文教师在教学时忽略口语训练，就容易脱离学生的实际，是教师
的指导和教学陷入无目的境地。我们的语文教材，大都是“久经
考验”的名家名篇，组织学生去诵读、复述、讨论、评价、赏析，
能使学生在细嚼作品魅力的同时，提高口语表达能力，提高语文
素养。 

口语表达训练内容必须面向广泛的真实生活。生活中处处有
语文，口语表达当然不局限于教材也不局限于课堂。对身边得具
体生活，每一个学生都有具体感受，虽然他们的感受程度有差异，
但对生活中的真善美，假丑恶有着自己的认识，甚至有发表见解
的欲望。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组织适当的口语表达训练，内容关

涉到他们所关心的学校、家庭、社会生活、能调动他们学习语文
的积极性和口语训练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去观察体验生活。  

口语表达训练的形式力求丰富多彩，课堂教学中可组织学生
评价文中的的人物，复述课文内容，描述文中插图等多种形式。
每天让一位学生“课前三分钟学说”，内容不拘一格，可讲故事，
可抒发感情，可回忆过去，也可以朗读课文等等，学生可以自由
选才，教师可以因人而异提出要求，指导评价。口头作文则突破
了作文的原有有形式，使说和写得到综合。 

四、激发学生口语表达的兴趣 
小学阶段口语交际的训练目标是激发兴趣,进行规范语言的

训练,教师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
和谐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训练的基
本内容,“说”是重要的一环。因此在进行口语表达训练时,激发
学生想说的欲望,是引导他们正常进行口语表达的前提。语文教
师应当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自由、宽松的课堂氛围,鼓
励学生大胆发言,常用肯定和表扬的方式来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比如,小学口语交际课中的游戏、活动设计都
应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而交际能力的培养又以游戏、活
动为载体。让学生在游戏、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口语交际的兴趣,
正是顺应了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符合他们的认知需要。教师要结
合学生的实际,有计划地组织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学习
成为一种令人愉快、充满趣味、富有吸引力的活动,激发学生与
人交往的欲望,从而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言语兴趣、能力和习惯,
使学生掌握并运用正确的语言传递能力、熟练的语言表达能力、
巧妙的内容组织能力、恰当的体态表达能力。此外,在《积累•运
用》的口语交际活动中,进行“做做,说说”的训练,也是激发学生
口语表达欲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教师可要求学生结合课内外所
学到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开动脑筋,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动手制作一
些简单的生活工具、玩具、工艺品。在学生做成功后再让他们回
顾制作过程,引导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把过程说清楚、说完整。 

五、在课堂外营造口语表达的氛围  
在课堂外营造口语表的的氛围，也可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能

力。语文教师为了在课堂外营造汉玉宇言氛围，可以让学生以班、
组、年级等为单位组织演讲比赛、讲故事、读报、唱歌、介绍自
己等系列活动。教师要在这过程当中帮助学生严密策划，精心组
织，认真引导。这类活动的开展能调动学生锻炼口才的积极性。   

总之，语文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不是孤立的，听、说、读、
写是一个以思维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过程。听、说、读、写这几
部分的训练从来都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口才具有综合能力
的特征，口才是学时的标志，因此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要有
一个过程，要经过一番勤奋的训练；从发音练习到词汇的积累，
从语感培养到文化积累，从只是铺垫到道德涵养，从表达技巧到
人格完善，每一步都要扎扎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