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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阶段少数民族学生英语说的能力提升策略 
◆昭通市名教师杨艳秋学术工作室 

 
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就在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成长，民族语言

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也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工具。一般到上学后才
开始接触汉语，讲汉语也仅限于在课堂上进行，因为很多父母没
有上过学，一辈子都讲本地的民族语言，这些学生没有学习汉语
的氛围。因此，很多学生到了小学六年级时汉语的口头表达能力
还相当差，汉语对他们来讲就是第二语言，上了初中他们又得学
第三语言——英语。对于汉语表达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要学习
以汉语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英语，可以想象对于他们来讲是多么
的困难，要学会讲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很
多少数民族学生到初中毕业时，学到的只是“哑巴英语”。“只能
意会，不能言传”。这就失去了学习英语的意义。如何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我们教师经过探讨以后，得出了以
下策略： 

1、上好第一节课是学生长期保持学习兴趣的关键。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上

好第一堂英语课是关键。少数民族学生初学英语时，和汉族学生
一样，会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但由于他们多数来自偏
僻和经济落后的小村寨，新的学校，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使他们
感到陌生，存在害羞，怕错的心理。这种心理是所有教师遇到的
学生“开口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语言环境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
能力的基础，语言环境的创设要从学习英语的第一节课抓起，它
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开口与学生交朋友的关键一节，
对学生今后学习英语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教师们可以先向苗族
学生或者彝族学生询问用苗语或彝语问好要怎么表达（因为我们
县主要有苗族和彝族），一开始上课就分别用苗语、彝语向学生
们问好，再用英语向学生问好并笑着和他们握手，同时也要求同
桌间互相握手问好，这样课堂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大家的关系慢
慢的变得亲近了，在这个时候，教学生几个简单的问候语，学生
在无意中就开始说英语了。 

2、让学生迈出朗读和单独回答问题的第一步。 
学生开口讲英语须从朗读开始，教师要利用学生的从众心

理，让他们在从众过程中迈出敢于朗读英语的第一步。具体做法
是:教师教——学生跟读——全班读——学生分组读——同桌齐
声读——学生个人读。初学英语时接触的内容简单，在学生齐读
时可让他们对相同的内容重复多遍。在重复中让学生自我调整读
音，纠正错误，克服了单独时害羞、怕错的心理。学生开口朗读
英语后，下一步就是培养学生单独回答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单
独回答问题也和教学生开口朗读英语一样，先集体后个人。要注
意的是， 起初对同一个问题教师应不厌其烦地问到每个学生，
让每个学生都有单独回答问题的机会，然后再强化训练，让学生
自问自答，或相互问答。 

3、多用激励，树立学生交流英语的信心。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姆•杰尔士说过:“人性最深切的要求是渴

望别人的赞赏。"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往往不敢大
胆说，大声说，这就需要教师时常鼓励他们:“没有关系，我的
同学们，相信自己，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会走好以后的每一步”。
我们要勇于发现他们的每一点闪光点，不断地做出鼓励和表扬。
特别是在初始阶段，教师一定不要太注重语法，只要学生敢于说，
就应该给予鼓励，而不要有错必纠。这样会伤害学生的自尊，不
利于以后的英语学习，甚至会导致他不再开口说英语。学生口语
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师生平等、关系融洽、从众气氛很浓的基
础上，这样才能取得明显的教学效果。 

4、强化模仿意识，读准英语。 
由于受民族语言的影响，很多学生常常出现偏音、吐词不清

等现象，因此必须强化学生的模仿意识。教师示范、卡片、flash
动画等手段都是让学生模仿的有效方法。集体模仿对少数民族学
生很重要，因为从众心理让大家无所顾忌，同时教师要善意的纠
正个别同学语音语调上的错误。 

5、寻求有效的训练方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1)、快速阅读。快速阅读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的一

种有效方法。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需要用汉语作为辅助工具，
他们学英语较汉族学生要多转几道弯，他们读起英语来，吱吱呜
呜，很“口吃”。要改变这种状况， 教师要让学生提高朗读速度。
这样既能增强他们对词句的记忆又使他们变得“口齿伶俐”了，
这时对他们的要求可与汉族学生同等。 

(2)、利用课文内容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巩固书本知识是提
高学生口语能力的基础。在加强学法指导、强化学生记忆的同时，
我们要经常要求学生概括、复述课本内容，并根据课文内容设置
语言情景，让学生模拟真实性的情景扮演不同角色进行表演。 

(3)、课前三分钟脱口秀。学生轮流进行课前三分钟的展示，
每节课一人或两人，可在课前进行准备，展示内容可为背诵对话
或课文，复述课文，对话扮演，或就某一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样做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胆量，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
力。 

(4)、利用课外活动，提高英语交际能力。经常鼓励学生随时
随地使用英语，不会用英语表达的可以借用于汉语甚至民族语言
来表达。如平时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见面打招呼就是最好的交流
机会。此外组织学生搞一些会话比赛、英语朗诵比赛、节目表演
等活动，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活跃思维，训练语感。 

(5)、造句。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词
组和句型时，在给出句型的例句后，应多多鼓励学生造句。这样
做，不仅使学生轻松有效地学会了新词组，新句型，而且还为口
语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总之，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需要教师
长期的耐心教学和引导，在“撬开”学生“金口”之后，随着课
程的深入，年级的递增，逐渐提高要求，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这样才能培养出能讲一口地道而流利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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