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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语文教材愈发重视培养孩子的口语交际能力，但是实践教学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学生不想说话，不

会说话，不能说话。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加强教学设计能力，提高文化素养，优化评

价方式，培养民主的师生交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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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extbooks in primary school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children’s oral communica-
tion ability,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al teaching. Students tend to lose interest, 
the ability and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shoul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ir own ability in designing lessons firstly. Secondly, they should improv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optimize evaluation methods. Finall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ulti-
vate a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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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00 年，教育部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其中首次将“口

语交际”取代以往的“听说教学”。2011 年课程标准再次对“口语交际”部分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不仅

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教育理念以及改革方向的新发展。 
在现代课程改革过程中，小学语文教材增加了大量交际情境，总体改革方向是明确的，但是行动却

是不全面的，因为仅仅革新了听说教学领域，读写领域还存在空白。与现代口语交际并列的应该是书面

语交际，但是传统的阅读与写作在课程标准中仍然保留了原有名称，其内在逻辑不免摆脱不了读写本位

思想的桎梏，阅读与写作仍是语文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口语交际陷入了“只革其名，未革其位”的现状。

要改革，为何不将阅读与写作也替换成“书面语交际”呢？ 
具体来看这次改革行动，“口语交际教学”的意义远远大于原有的“听说教学”，既提高学生的社

会生存能力，也发展了其全面素质。这是缘于口语交际教学有两个功能：其一，语言与思维的协作将训

练学生连续进行组织资料、论证分析、归纳演绎等，这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语文学科的学习，更是涉

及多方面的思维训练。其二，身处课堂、校园等多重环境，其中的互动性不断需要学生具有不同的应变

技巧、沟通方式、处事标准。 
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口语交际就必然是能动的、涉及听说双方的，甚至是多方的；这一过程还是一

个既受主观意识支配、又受客观条件控制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始终互动的、充满变数和应对技巧的过程

[1]。改革的决心是有了，改革的效果却还差强人意。 

2. 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 口语交际活动不等于口语交际教学——“不想说话” 
当前口语交际都强调了情境教学，一定的情境是学生增强生活体验，激发思维与表达的环境条件和

动力源泉，是学生大胆进行口语交际的前提[2]。情境–实践–反思–再实践，是进行口语训练最好的途

径。其实，日常的规范而文雅的社交、演说、报告、辩论都是很好的口语交际的训练场景，但小学语文

课堂的场景仍然太单一。 
很多教师在设计课堂情境或者照搬课本内容要求时，过于依赖讨论活动这一形式。诚然，这可以让

全班同学都参与进来。组内同学先交流互动，再派代表进行发言。可大多数情况下不论口语交际的主题

是否具有讨论的必要性，大部分教师都会展开讨论活动。如果缺乏教师的有效引导，这就不能成为有效

的交际场景。客观上会导致不同交际话题的教学目标相似，表述笼统，缺乏课程的独特性。主观上也要

学生麻木习惯而敷衍了事。目前课堂常见的情形是内容空泛、训练缺乏层次、目标定位模糊，表现出较

大的随意性，口语交际成了一种表面热闹，内里虚空的语言杂耍[3]。不断重复早已经学会的话，长久以

往只会让学生丧失交际的兴趣，内心深处变得不想说话。从大量教案和教学实例看，对口语交际教学，

许多教师在不同的年级重复地搞“打电话”、“买文具”、“招待客人”之类的“活动”，与其说是“口

语交际教学”，更像是在指导学生“学会做那件事情”，比如打电话、买文具等等[4]。提升语言表达能

力，不是将学生“扔进语言的浪潮”就好，而是观察、分析、帮助学生，给学生们“游泳姿势的指导”

或“扔一个游泳圈”。学生们在“浪潮”里玩耍固然是新鲜的，但是让他们维持兴趣而且学会“游泳”

的本领，才是教师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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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于教学目标和内容不清晰导致课堂上教学开展生硬，活动过于形式化。一方面，很多学生不

愿意开口表达自己，间接引起老师对此类课程的不重视。另一方面，教师如果没有清晰的教学目标以及

对应的教学技能，也反过来导致小学生在口语交际课堂上表现更加被动，不愿意开口，形成恶性循环。

甘肃某小学教师分享了口语教学的策略即碎片化学习。“每天语文课的前五分钟的利用就是碎片化学习

的好时机。在这个五分钟里，教师每月规定主题，每天学生 2~3 人轮流汇报。将自己这一段时间根据主

题搜集到的知识进行汇报，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口语交际水平和能力。”(见表 1) [5] 
 

Table 1. Theme arrangement of oral communication pre-class activities in a primary school in Gansu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2021 
表 1. 2021 年上学期甘肃某小学口语交际课前活动主题安排 

2021 年上学期课前活动主题安排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我最近一段时间认识

的新朋友 猜谜语活动 绘本阅读汇报会 诗词学习汇报会 我最喜爱的人物 

 
这位语文老师分享的口语教学策略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听与说任务分置。首先，肩负汇报任务的学

生会积极准备，倾听的学生认为与自己无关，并不会积极参与。无论是汇报者还是倾听者，应该都有各

自的教学目标，但是这个部分是缺失的。其次，撇去“汇报”这个形式的优缺点不谈，如果利用汇报形

式来锻炼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那么教师更需要注重教学干预与引导，即方法性的指点，而主题内容是

次重点。例如：如何根据现场需要变换用语及语气？发现听众走神了，如何带动现场气氛？听众遇到感

兴趣的话题，如何打断并进行礼貌提问？汇报的内容与本人的关系是什么？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展示？等。

当下很多中小学生在讲台前进行口语交流时往往面红耳赤、神情紧张、机械背诵，这样的口语交际是不

成熟的。而不是热闹的口语“活动”结束了，默认学生们都会口语“交际”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学生

在课堂里开口讲话，并不等于一定是在进行口语交际教学[6]。 
(二) 课堂口语交际不同于生活口语交际——“不会说话”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们往往会有意提供与现实生活粘性更足的情境，让学生不会对教材以及实际应

用感到陌生和抵触。但是，课堂上需要教学的口语不完完全全是生活中的口语，教会学生正确说话，需

要理解语文学科的文明特质。 
1. 避免“庸俗化”。课堂中的口语交际应该避免过于贴近现实实际，如学期初需要竞选班委，在正

式竞选前教师以此话题作为口语交际的教学内容并不妥当。这让学生更加关注结果，而非交际能力，将

课堂完全演绎成个人利益争夺的现场。教师应当选择适度的“虚拟”演绎，从而得到不同的反馈结果，

探索更多的交际方式。 
2. 需要集体意识与反思意识。课堂是整个集体的课堂，教师需要提供支架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什么

场合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对方的反应也能间接折射自己的表达是否得体。教会学生基本的交际规则，还

需要培养学生通过现象概括规律的能力。这种反思意识帮助学生毕业后接触到真实的情景时依旧能组织

合适的方式进行有效交际。而生活中的口语往往直奔主题，也无需回溯。 
3. 加强文明传承。当下的语言环境并不理想，粗鄙而不得体的语言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泛滥，甚至在

公开场合、大众媒体中大行其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7]。语言不仅仅是为了最

基本的交流，更是文明的交流与传承。这需要社会环境支持，通过熏陶教会学生文明、优雅、得体的表达。 
展示完全真实的一面并不是口语交际课所需要的，因此教师的评价很重要，而恰恰口语评价相较于

书面评价并不受教师的重视，这也口语交际课没有进步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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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假民主”的口语交际氛围——“不敢说话” 
小孩子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在公众场合说话，也是说大人需要他们说的，而不是

他们自己的话。大人也不愿意低下头弯下腰，去和他们平等对话，去倾听他们说话。我们的交际体系中，

小孩子的地位一直是不平等的。 
2021 年 9 月 1 日，在武汉第三初级中学的线上开学典礼直播中，一名学生突然晕倒。七八秒钟后，

就有学生举手示意，但直至晕倒 30 秒左右，才有老师上前查看。很多网友质疑：那么多学生，没有一个

人站出来。而且有学生举手，老师也没有理会。这也是展示了真实的一堂“交际课”，工作人员后续解

释的“学生们第一天都不了解”并不合理，学生在生活里总会遇到不熟悉的人与事，这些都是应该学会

应对的。学生的话语权在“镜头”和“学校规定”的威压下，是不确定的，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下，丧失

了最为重要的呼救求救的交流技能，而这是除了课堂上教师人为的教学技巧以外，最值得关注的底层问

题。 
甘肃某小学教师她结合建党 100 周年的活动主题，鼓励学生介绍革命前辈的故事，并且对小学生听

完故事感动落泪的反应感到满意，宣扬感恩的教育理念无可厚非。但从客观看，素材离小学生的生活过

于遥远。很多学生常常是揣摩教师的“上意”，课堂又是学生优劣高下的竞技场，学生的表达方式并不

能坦然自信。从主观上看，口语交际本身就是复杂而多变的，要求所有学生拥有一致的反应与效果，最

终只会呈现完美的活动舞台。学生在课堂里不练习、不表演他们已经会说的话，也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

口语交际教学。 

3. 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改进建议 

(一) 提升教师自身教学设计的能力 
首先，我们要重视口语交际教学，遵循教学规律，让“语”与“文”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正确

认识“语”与“文”的关系，彻底更新口语交际的教学观念，要给予口语交际教学与阅读教学、写作教

学同等重要的地位[8]。 
其次，很多教师对课程标准制定的目标理解模糊，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按照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展开，并不会参考课程标准。教师面对具体话题时，因为缺少明确的标准指导，

往往会制定大而空的教学目标。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时，不能仍停留在模仿教材的礼貌用语。 
最后，学生并不是不会说那些话，而是需要教师搭建支架引导学生主动表达那些话，因此教师要灵

活选取贴近生活的教学内容。 
(二) 提升教师自身素养，完善评价机制 
教师自身应该具备较高的语言素养，广博的学识，成为学生的好榜样。小学生对教师大多数是信赖

崇拜，教师的一言一行尤其是会对小学生带来一生的影响。教师的表达背后更是文化的积淀，个人素养

与人格魅力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这就要求教师涉猎不同学科与领域，这会让评价变得多元和可靠，

把评价融入教学的每一环节之中。既要关注学生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和态度

的形成和发展；既要关注学生口语交际学习的结果，也要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9]。 
(三) 培养民主自由的交际氛围 
我们需要改善小孩子的说话“生态”，比起之前提到的“会说话”和“想说话”，最为重要的是“能

说话”、“敢说话”。我们的口语交际课堂应该赋权给学生，培养其自主意识，让他们学会真实的表达，

不在课堂上沉默，真正做到教育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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