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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不再单提听话、说话，而是综合起来提“口语交际”。

口语交际属于言语交际范畴，言语交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学习和工作中以语言为工具所进行的一种交流信息和思想感

情的活动，信息交流形式有听说（口语）、读写（书面语）

两大类。口语交际是人们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交谈、演讲、辩

论等的一种言语交际活动，具备直接、简便、迅速的特点，

使用最多最广，是最基本的语言信息交流手段。 把握“口语

交际”这一概念蕴涵的深刻含义，是搞好口语交际教学的重

要保证。笔者认为提口语交际，与单提听话、说话有着很大

的不同，既体现着观念的更新，又更具操作性，有利于提高

语文听说教学的效率。提口语交际，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人

类即将走进崭新的21世纪，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一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电话、因特网让处于地球两端的人变得不再

遥远。“地球村”概念的出现，说明人与人交往已越来越密

切，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口语交际的重要性不言

而愈，并呈发展的趋势。口语交际的提出，正是顺应了这种

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口语交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素

质教育的本质是促使全体学生获得全面发展，换句话说，素

质教育就是要创造一种适合所有学生的教育。做到这一点，

前提是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人的听说能力显然是水乳交

融、协同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主要在交际实践中进行。所

以提口语交际，强调了口语交际教学必须建立在学生身心发



展的基础上，体现了辩正唯物主义哲学，也体现了素质教育

精神。提口语交际，有助于把握学科特性。小学语文教学固

然有思想性、人文性等多种属性，但最本质的我们要把握，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

是指导学生学习、掌握母语这一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听和说

的本质是信息、情感等的交际活动，故现在“口语交际”的

提法更符合学科特性。提口语交际，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

过去听话、说话的训练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教师往往不够重

视。更主要的是过去的训练方法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练说

话就是一张或几张图，脱离了学生生活实际和言语交际实际

，故而根本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动机，效率可想而知。现在

提口语交际，指出了训练听说的主要途径就是言语交际活动

，而并非“纸上谈兵”。另外，听与说有时是单向的，但口

语交际则是双向互动的，可以是师生之间，也可以是学生和

学生之间，有助于发挥班级授课制的优势。这样的教学势必

能创设生活化的教育情境，激活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口语交

际能力。综上所述，把“听话、说话”改为“口语交际”，

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意味着观念的更新，教师在进行口语

交际教学时必须正确把握。探索口语交际教学的高效之路，

教师必须走向民主，要优化口语交际教学，实现内容的综合

化、途径的多样化和方法的交际化。既然口语交际有别于听

话、说话。那么口语交际教学显然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天地，要求教师在训练的内容、途径、方法上作一番探

索与革新，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当然，提口

语交际教学并不排斥原先听说教学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相

反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笔者对此作了思考和研究，提



出以下教学建议：一、教学目标：走向整合，追求“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综合效应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不但要会听

，会说，还得讲究文明礼貌。所以常常有人讲，这个人很有

修养。由此可见，口语交际是一种综合素质，它是知情意行

的统一体。这也就决定了口语交际教学要实现教学目标的优

化，必须着眼整体，追求一种综合效应。有人会问，教材中

的口语训练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此看来是否有矛盾冲

突？答案是否定的。科学的做法应当是突出重点目标的同时

兼顾其它素质的训练，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比如

专题口语交际训练“自我介绍”，教学的重点无疑是交际时

如何说，学会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就读学校、

父母亲工作单位等说清楚、说明白。除了说的知识、技能训

练外，必然涉及到听的问题，别人在自我介绍时，其它学生

要仔细倾听，听的质量如何、有没有听出问题、能不能作为

听众作出交流（如即席提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等等，听与

说是水乳交融的。整个口语交际过程中，教师还得注意学生

在口语交际时的态度以及语言背后隐藏着的思维、品质等，

相机作出恰到好处的指导。只有坚持整体原则，学生的口语

交际能力才会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二、教学途径：走向

多样，打通教学和生活的隔阂凡是有人际交往的地方就可以

进行口语交际的教学，这是由母语学习的广泛性决定的。“

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就是口语交际的

内容，口语交际就是生活的工具，这应当成为教师的教学追

求。所以口语交际训练的天地是广阔的，途径是多样的。（

一）口语交际专题训练。通过教材中的专题训练，使学生比

较系统、快捷地掌握口语交际的有关知识，提高相关技能。



这种专题训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跟学生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二是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

规律。随着学生身心发展，他们的交际面会更广泛，要求的

相应交际技能和素质也更高。比如低年级的口语交际题目一

般是自我介绍、借文具、带路问路、道歉、转述、看病等；

中年级的训练专题一般是：介绍一本书、劝阻、找人、建议

、约请、接电话等；高年级一般是：用压岁钱、讲故事、说

实验、请教别人、说成语、演讲、辩论等。（二）渗透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从社会学角度讲，课堂教学就是师生交往的

双向互动过程。每一堂课都为学生口语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用

武之地，语文课上尤其如是。所以语文教师课堂上要有训练

的意识，融口语交际训练于阅读课和作文课中。在一些好的

语文课上，教师这方面的引导、矫正等往往不着痕迹，与课

堂主要教学目标水乳交融。“请大家仔细听，这位同学读得

怎样？”这是让学生听清楚、听明白；“请大家评一评刚才

某学生的回答。”这是指导学生在听的基础上学会思考、学

习给别人提看法；“别着急，吸一口气，再慢慢说”“你讲

的很对，能不能说得再响亮些？”这是对学生口语交际信心

的激发和口语技能的强化训练。（三）随机训练。（1）紧扣

生活随机训练。丰富多采的生活给口语交际教学提供了活水

源泉，教师要用心捕捉现实生活现象，诱导学生用学过的知

识和自己的认识能力“评优劣，定从违”，参与、影响班级

、学校和社会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比如新转进一个学生，大家怎样说欢迎辞、组织“该不该

看动画片”的讨论等。（2）利用活动随机训练。活动是孩子

的天性，班级、学校等经常开展活动，抓住活动的机会进行



口语交际训练会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如国际卫生日上街宣

传后交流感受，开展有关热点问题（减负就是不做作业、怎

样过双休日等）的讨论、辩论，等。三、教学方法：走向交

际，或创设情境，或提供案例，让口语交际教学活起来教无

定法，口语交际教学同样如此。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灵

活多样的方法中有一个总钥匙，即一个“活”字。我认为，

教活口语交际课，这个“活”的金钥匙就是要有一种交际的

情境或氛围。（一）创设交际情境，发展口语交际能力。于

永正老师上言语交际课《学一点问的本领》就是这样。他抓

住本班数学老师做了一件大好事，被救者家属写来表扬信这

一契机开始教学。他在让学生看过表扬信后，说：“朱校长

说，准备在明天全校老师会上表扬周老师，但对这件事的具

体情况还要了解一下。校长请我们班问问周老师，问清楚了

，写下来，交给朱校长。”巧妙地给学生学习如何提问采访

创设了跟校长交际的情境。不但如此，于老师下面还请来了

周老师，让学生像记者一样提问，又是一个交际的情境。实

践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动力为第一个交际情境所激发；

而第二个交际情境则切切实实地提高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二）提供交际案例，发展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案例学习

是一种有效的口语交际训练办法。案例就是一个交际的情境

，既可以描述正确的做法让学生仿效，也可以放一些问题让

学生发现，并探索、讨论正确的口语交际方法、途径。比如

“学会向别人解释”专题训练，教师可以提供案例。小红吃

早点时服务员不小心把汤泼到了她的身上，小红无奈之下只

好回家换衣服。等她到校时课已经开始了，老师马上当众批

评了小红。下面的做法怎样，请学生评一评。①小红马上哭



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②小红马上

大声争辩道：“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该责备我，要不你去问

我妈妈？”③小红马上轻声说：“老师，吃早点时服务员弄

脏了我的衣服，我回家换衣服才迟到了。”通过案例比较，

学生能领悟在解释原因时不但要说清理由，还要讲文明，态

度要和蔼，语气要合适等。四、教师：走向民主、宽容，促

使学生获得生动活泼发展（一）培养学生学习口语交际的兴

趣和情感。“激发学生的动机、兴趣和追求的意向，加强教

师与学生情感交流，是促进认知发展的支柱和动力”[2] 。以

发展学生听说能力为重要目标之一的语文课上，许多学生的

嘴却很“紧”。长期以来，语文课堂只是教师的“讲坛”，

学生习惯了做忠实的听众。在听讲和繁琐的一问一答中，学

生慢慢地丢失了说的欲望，说的能力、口语交际的能力可想

而知了。要真正解放学生的嘴巴，就要树立正确的语文教学

观，淡化语文教师的表演欲，从兴趣、情感的激活入手，培

养学生的表现欲。一般来说口语交际训练内容是很有吸引力

的。除此以外，还可以多介绍一些古今中外富有口语才能的

领袖、将军、文学家等。这些能言会道的例子既充分说明着

怎样口语交际，更能有效地借助榜样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由此生发对口语交际的情感。（二）保护好学生的自信心和

自尊心。害怕说话不当、举止失措而当众出丑，害怕一旦说

错就被同学嗤笑、抬不起头来，这些问题成为不少学生口语

交际中的心理阴影。“心病还得用心来治”，保护学生口语

交际的自尊心、自信心至关重要。一要在课堂上建立平等、

信任、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认识并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

所应有的权利、尊严、个性特长、思维与说话方式，要给学



生一种感觉：口语交际课是我们自己的，是轻松的、自主的

。同时，教师还要认识到：学生是处于发展中的人，是一个

正在成长的人，因而每个学生都是等待开垦的金矿，有着发

展的可能和潜力。但要理解学生身上存在的不足，在课堂教

学中要少一些批评，多一些表扬，把相信人人能成功口语交

际的期望传达给每个学生。教师还要放下“师道尊严”的架

子，可以作为一个听众、朋友而不是一个威严的法官，与学

生一起聊天、讨论，进行没有心灵距离的开放式的交流。二

要处理好学生之间的关系，营造一个轻松的、积极的班级口

语交际环境。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教育因

素。如果一个学生在说时，其它学生冷眼旁观、窃窃私语甚

至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有几个学生能顺利、轻松地完成口语

交际，可能连最后的一丝勇气都要消失。所以要鼓励学生学

会交往，学会合作。既要学会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也要学会倾听、补充和帮助，让融洽与合作的阳光普照每个

学生的心灵。鉴于口语交际是一个新事物，就像春天一样鲜

活，就像原野一样蕴藏丰富，笔者不揣高低，试着走进“春

天”的世界，试着“挖”几下子，纯粹是抛砖引玉，还请专

家、教师一起来研究、探索，开创小学口语教学千紫万红的

新局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