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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口语交际”教学策略探究
舒笑笑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姜家山乡中心小学　浙江　柯城　324000

摘　要：在当今开放进取的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和人际往来离不开沟通和交流，这就要求祖国未来的新一代和接班人具备优

秀的交际能力。提升学生的交际能力，是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

方式。小学语文对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学生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更需要学生在能力方面有所提升，才能拥

有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当前，在小学语文中对于口语交际教学的内容还有所欠缺，教师和学生自身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要

想解决这些问题，师生都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未来的发展路途任重而道远。教师要与学生共同进步，求更具时代感的小学语文

口语教学措施，提升学生的实际口语交际能力。所以，本文主要针对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口语交际”教学策略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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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小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其社交的独立性变得

越来越强，并且即将进入初中，因此其需要具备更好的口语

交际能力，才能应付其社交需求。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

不论是在当前的学校生活当中，还是在将来的社会生活当中，

学生都必须要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得到他人的认可，才能

实现更好的人生发展。通过口语交际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

口语交际能力，便可以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到集体中，更容易

得到他人的认可乃至理解。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新课程标准

中，对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

培养学生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使学生在各种交际活动

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发扬合作精神。同时，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提出的“社会参与”，其依然是要求学生具有良

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因为这是学生参与和融入社会的基础。

因此，不论是从学生的主体性发展角度来讲，还是从教育要

求角度来讲，对小学生开展好口语交际教学，都是至关重

要的。

二、目前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中存在的困境

（一）学生缺乏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在教学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学生层面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无法深入提升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学生身上存在着传统教

学和学习思维的影子，受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较大，过

分看重成绩，一味地追求高分，忽视了对知识的应用，导致

他们在口语交际相关的练习中缺失兴趣，使得教师在口语交

际教学中无法很好地提升教学质量。在实际的教学案例中，

这 -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课堂表现过于平淡，对于教师的

授课内容习惯了死记硬背，一些应该灵活运用的口语交际技

巧也变成了固有的存在，学生没有真正将口语练习转化为自

己的能力，而是变成了记忆知识的机器。同时，学生对于沟

通交流能力提升的意识不强，许多学生不善于沟通，也不知

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对于相关方面的练习十分抵触，

导致在实际的口语交际教学和训练中，学生的配合度不高，

无法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师的教学方式陈旧

当前的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中，教师身上存在一定的

问题。许多教师在教学方面沿袭陈旧的教学方式，教学思维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较为严重，与素质教育的相关要求

和新思想有所脱节，导致这一些教师在实际的语文口语交际

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新的语文教学思路要求教师重视对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表现在语文口语教学上，就是要加强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对所学的语文

知识加以应用，将脑海中的知识储备应用到与人的沟通交流

中。许多教师过于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对教

学的创造性。

（三）家庭教育的欠缺

在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中，学生的家庭教育也对教育

效果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家庭过于看重学生的学习

成绩，重视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

提升。在学生的口语交际教育中，许多家庭的教育任务并没

有完成，一些家长喜欢用长辈的身份压制学生的言语自由，

很多情况下不给学生发言的机会，让学生养成了默默不语的

习惯，长此以往会令学生变得沉默寡言，不利于提升学生的

口语交际能力。家庭方面的因素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

重要因素，在未来的教育中，教师要调动学生家长，与学校

共同担负起提升学生交际能力的任务，不限制学生的言语自

由，鼓励学生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三、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口语交际”教学策略

（一）围绕一个中心，有层次地说

小学语文统编版教材中的“口语交际”的整体编排是呈

现梯度发展的，每个话题的安排都经过精心设计是有中心的，

是有主题的。漫无目的地泛泛而谈不会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不会完成交际目标。在教学时，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认识到

在交谈过程中，一定要有目标意识有一个中心话题，围绕中

心话题展开，有层次地说，这样才能说得明白，听得清楚。

例如：在“口语交际”教学“我们与环境”的过程中，围绕

“我们与环境”这个中心展开讨论，能够判断别人的观点是否

与话题相关。并且在引导学生有层次地说时，可以按照先说观

点再说理由；也可以先说理由，再说观点。在阐述自己的理由

时，也要有层次，可以先说道理再举例子；也可以先举例子再

说道理。这样经常围绕中心有层次地进行说话训练，学生思维

条理清晰，表达明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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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

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

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

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

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

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然后总结其写作特点，有个同学说：“本文的外貌描写生

动传神，尤其值得借鉴的是本文的外貌描写能与主人公的性

格、精神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让学生模仿这一段落的写

法写一位自己最熟悉的老师或同学，并让大家猜猜他写的是

谁，结果大家兴致很高，有同学这样描写我的：

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苗条的身体里仿佛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力量，她总是穿着高跟鞋，哒哒的声音就像优美的乐

曲，她总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波浪长发披在肩上，就

像傲娇地公主。上课时，她总爱用那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

扫视着我们，如同雷达一样，让人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高高

的鼻梁下，一张嫣红的嘴最让人佩服，讲起课来总是滔滔

不绝……

经过这样大量的段落仿写练习，学生的表达技巧，想象

能力，连句成段的能力，语言学用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三、模仿结构，仿写全篇

要使学生写好作文，就要教给学生写作方法，使其在

“大体”和“定则”的基础上去完成自己的作文。具体包括写

一个人、写一件事的写作要点，人物和景物的描写方法，说

明的方法等。仿写一整篇文章是模仿的最高阶段，需要从整

体着眼，注意文章的结构。语文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范

文，各种体裁无不囊括其中，在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可以改

换材料，改换主题，改换人称和叙述方式等进行仿写，练习

写出“像样”的结构。在仿写的过程中，注意开头和结尾，

注意段落之间相互的承接，注意语意之间的过渡，尽量做到

结构完整，有条有理。

如，《四季之美》作为写景类的例文值得模仿。教学时，

通过圈画每一段的中心句，让学生看到《四季之美》一文清

晰的结构，每一段开头一句一样的句式，既有季节的变化，

也有时间节点的变化，让学生非常清楚地看到作者到底写了

些什么？是怎么写的？再通过仿结构模仿写《   即景》，结构
化的练习在模仿的成功率上提供了保障。

语文教材就像一座资源丰富的宝藏，可以用来仿写的内

容也丰富多样，如果我们语文老师能在引导学生感悟课文的

基础上，紧扣课文内容，找准写作点，精心设计仿写训练，

认真落实读写结合，长期坚持，学生在习作时一定会有章可

循，有内容可写，有方法可用，并逐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写作也会轻松起来，习作水平自然会得以提高。所谓的“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熟能生巧”的

道理，读多了，模仿、转化、借用、引申，都是一种熏陶，

都是一种积累。至此，你也会发现“磨刀不误砍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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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兴趣

在小学语文统编版口语交际教学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

体，只有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学生从内心和思想深处感

受到这门技能的重要性，学生才能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主

动学习。在口语交际教学中要想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

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创设交际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

境中激发兴趣，投入到练习和体会中。教师可以为学生设定

一个故事情境，通过多媒体、音频等工具展现和还原真实的

情境，让学生有更深刻和生动的模拟体验。其次是注意捕捉

生活中的现象，寻找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让学生做练习，这

样可以增强学习的生活性和趣味性，让学生更加自然地投入

到口语交际的练习中。在实际的教学中，例如：在进行“名

字里的故事”话题讨论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动画等

形式向学生展示问题，让学生通过趣味性的开头进入到口语

话题的讨论中，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兴趣和课堂参

与度。

（三）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小学的教学课堂中，学生对于口语交际的学习需要教

师的逐步引导。教师要重视与学生的沟通，只有在师生之间

采用平等的交流方式，对学生进行精神 . 上的鼓励与引导，

才能让学生在互动中实现自我学习。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

上，有了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师不去扼杀学生的发散思

维，而要鼓励学生用健康灵活的思维思考，提高自身的文学

素养与交际能力。由于小学阶段学生对生活事物的认知范围

有限，教师在设计口语交际环节时，应以语文教材为基础，

让口语交际表达的学习内容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激发学

生的交流热情，让学生可以更好地参与进来。教师应当帮助

学生在更开放的环境中交流沟通，让每个学生都有发挥的机

会，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统编版口语交际教学中，教师必

须要重视口语交际教学的开展，既要认识到口语交际教学的

重要性，又更要采取科学、有效的口语交际教学策略，提高

教学成效，切实培养起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促进和保

障学生实现更好的学习、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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