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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妙口生花，让表达积累快乐 
——以部编版教材《蜘蛛开店》为例 

◆辛天琪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是语文课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低年级

学生，讲故事是学生语言能力输出的直接体现，也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的有效方式。将讲故事运用到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学生的阅读

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得到有效培养和提高，从而使学生的个人素

养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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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作为学习阶段的每个人来说，
不仅要会说话，还要说好话。而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讲，适当
的口语表达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在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于
第一学段的口语交际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听故事，能复述大
意和自己感兴趣的情节”、“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
自己所感兴趣的见闻”。可见，针对低学段学生的特点，讲故事
是一种可以直接锻炼学生倾听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
那么，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讲故事的水平，进而增强他们
的口语表达能力呢？ 

教师应以课堂教学为平台，以文本教材中的故事内容为对
象，教给学生讲故事的方法，让学生感受到讲故事给自己带来的
快乐，并愿意主动把故事讲给大家听，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必
将可以使学生讲故事的能力得到有效培养，从而提升口语表达能
力。下面，笔者就部编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十九课《蜘蛛开
店》为例，以讲故事说话教学为内容着力点，借助表达积累乐趣，
进而刺激学生开口的欲望，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一、立足文本，刺激想象 
每个人在进行口头表达前，要以表达的内容为基本依据，通

过正确的传递方法使听话人接收信息。学生一定要掌握文本的内
容和叙述脉络，借助一定的想象，使得故事内容传达准确并生动。
针对这一要求，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理线索，建框架，梳理故事脉络 
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由于学生年龄小，认知能力有限，在

讲故事的时候，容易脱离或者偏离故事重点，肆意发挥。所以，
教师要发挥在课堂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引领学生就故事内容进行
梳理，首先要理清线索，为学生搭建一个故事的支架，从而使学
生在支架的作用下完整地把故事讲述下来。 

在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怎样才能帮助学生轻松地把故事讲
下来呢？根据故事的特点，教师把帮助学生理清线索作为教学的
重要环节，教师让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找出故事中蜘蛛都开了哪
些店、顾客是谁以及最终的结果。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列出思
维导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很快理清了课文的线索：口罩—
河马—一整天；围巾—长颈鹿—一个星期；袜子—蜈蚣——吓跑
了。在学生理清线索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并
用上自己生动形象的语言去讲述，有效提升了故事呈现的效果。 

（二）抓细节，借想象，凸显故事的趣味性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能够完整地把故事讲述下

来，还要尽量做到故事内容生动丰富。因此，教师在进行指导时，
要积极发挥想象能力，增加细节，鼓励学生生动形象地表达，在
此基础上再讲故事，如此一来，讲出的故事才更生动、更具趣味
性。 

在教学这一课时，为了帮助学生顺利达到生动形象地讲故事
的目标，并且让学生能够从讲故事中感受到蜘蛛的劳累，教师主
要通过抓住重点词语来突出人物形象的教学方法。如在讲“口罩
编织店”故事的时候，笔者主要鼓励学生想象蜘蛛具体是怎么织
的、以及蜘蛛工作完的状态和感受。讲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
师着重引导学生讲出蜘蛛的辛苦。这样一来，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故事内容更丰富且具趣味性，使人印象深刻，起到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 
二、巧用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可以为教学的开展提供可利用的条件。从狭义上

讲，教材、教具、图片、课件等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能够主动学习
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通过老师借助课堂教学资源得到更多的学
习乐趣。针对这一要求，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利用教材插图进行说话训练 
教材是我们可利用的最直接的资源。新版部编教材中迎合低

年级学生的喜好，插图生动、图文并茂，尤其在《蜘蛛开店》中，
通过课文插图生动展示了三个动物——河马、长颈鹿、蜈蚣以及
他们与蜘蛛发生的故事，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插图进行说话练习。
在课堂教学中，我通过指导学生观察河马以及蜘蛛在河马嘴上穿
针引线辛勤地工作，让学生看图发挥想象说一说蜘蛛在河马的嘴
上是怎么工作的，学生们以图片为依托，成功地进行了故事内容
的想象和讲述。 

（二）借用多媒体技术，服务于课堂 
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要想真正提升学生讲故事的能力，首

先就要让学生感受到讲故事是有趣的、好玩的；其次，教师还要
善于通过多媒体技术营造良好讲故事的氛围和环境，使学生愿意
主动投入到讲故事的过程中，这样一来，在美好音乐的伴奏下，
学生们边讲边想象，从而使学生讲故事的热情高涨。 

在本课中，对于第一个故事“口罩编织店”，主人公河马闪
亮登场。如何让学生带入到这个故事环境中呢？根据课文内容的
特点，笔者在河马出场前播放河马走路的声音，在音乐背景的渲
染下，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一只河马朝着“口罩编织店”走来的画
面。此时，故事才在学生心里徐徐展开。在学生讲的时候，教师
让其他学生边听边想象，这样一来，学生讲着、想着，一幅幅画
面在头脑中闪现：蜘蛛将招牌挂了出去，河马笨重地走了过来要
织口罩，蜘蛛硬着头皮接下了第一单，结果花了一整天才织完，
把蜘蛛累得筋疲力尽……此时，学生对故事的理解也达到了高
潮，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互动评价，提升学生的自我认同感 
詹姆士曾说过：“人类本质中最确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而夸奖和鼓励是增强低年级学生学习自信心最有效的方式。在一
位同学课堂发言结束后，引导其他同学评价他在叙述故事的过程
中做到了什么、有什么值得被学习的地方。同时，教师及时肯定
优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学生一起献计献策，探讨如何才能将
故事表达得更生动、更丰富，进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升自我
认同感。 

学生口语表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师在课堂上开展的说话训
练。讲故事作为低年级学生最喜欢的方式之一，教师可以充分利
用这一学习兴趣点，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锻炼表达能力，在学
习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满足感与成就感，在表达中积累乐趣，进而
促使学生主动去阅读、去表达。长此以往，他们的阅读能力、思
维能力、表达能力得到有效培养和提高，个人素养也会得到明显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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