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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王舒

小学一、二年级语文教
材中，原本编排了16个口
语交际 （每册语文书各 4
个）。2024年秋季一年级上
册新教材“口语交际”栏目
移入《语文园地》，原有的
4 个口语交际，增加到 6
个。可见，培养学生“说”
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可
能有人认为，上好口语交际
课，就能提高学生“说”的
能力。其实，培养学生

“说”的能力，不是一蹴而
就的，更不是依靠几节口语
交际课就能立竿见影，应渗
透到日常教学中。

在课堂中习得方法
学生“说”的能力的训

练是循序渐进的。教师在教
学中既要总揽全局又要细致
落实，既要围绕核心能力点
确定核心教学目标，又要兼
顾其他能力点的落实，不能
贪多求全。教师在教学时应
把每一课的教学核心落到实
处，一课一得，依序而学，
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的能力
点，设计有效的活动。

借助课文句式，指导学
生说话。这是语文课最常用
的方法。如学完二年级上册
《植物妈妈有办法》 一课，
教师可以出示椰子传播种子
的视频，用视频创设情境，
指导学生观察、说话，为表
达提供生动的素材，然后引
导学生模仿课文进行口头表
达的创作。对于使用不当的词语，教师及时口头评价纠
正，引导学生准确表达。最后，教师再顺势引导学生观
察大自然中其他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并试着说一说，将
课内训练延伸到课外。

根据课文情境，进行言语实践。如教学二年级上册
《黄山奇石》，学完课文后，教师可以请学生当导游，选
择最喜欢的石头进行介绍。这样做一是调动了学生的生
活经验，让学生乐于介绍。语文学习，尤其是低年级语
文学习，“趣”字最为重要。学生把对导游的理解都投
入到黄山奇石的解说中，体验当导游的乐趣。二是激发
了学生读书内化的驱动力。要介绍好黄山奇石，就要认
真读好课文，把握各个景点的特点，从而经历感悟内化
的过程。三是介绍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次创造性言语实践
活动过程。

借助故事想象，鼓励学生创编。儿童天生喜爱听故
事，借助故事来创设情境，也是常用的有效方法。二年级
下册《蜘蛛开店》是学生十分喜爱的故事，教师讲完这个
故事，可以问学生有什么想说的，并根据学生的回答，绘
制示意图，总结故事结构。教师还可以再选择一个结构
类似、主题类似的故事进行拓展，一是帮助学生学会用绘
制示意图读故事的方法，二是强化故事的反复结构，鼓励
学生创编类似结构的古诗，提升“说”的能力。

联系生活实际，提升交际能力。再比如二年级下册
《雷雨》一课的学习，教师可将课文学习和生活相联
系，引导学生回顾自己见过的雨，按照雨前、雨中、雨
后的顺序，抓住景物变化特点进行表达。在课内指导表
达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回家和爸爸妈妈聊一聊下雨时的
情景，不仅给予学生表达的舞台，更引导学生做生活中
的有心人，多观察、善发现。

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说”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设
计游戏、借助视频、表演等方式，需要教师根据课文特
点、依据学生特点精心设计，在日常语文课堂教学中润
物细无声地渗透。

在活动中实践运用
课上学会了“说”的方法，教师还要结合学生生

活，积极创造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多看课外书，帮助他
们积累知识、拓宽视野、活跃思维、丰富语言，这对提
高学生口语表达和与人交往能力至关重要。比如，鼓励
一年级学生读一读或背一背自己读过的童谣和儿歌，互
相畅谈自己的读书感受；引导二年级学生与父母一起读
故事、聊故事，其实就是练习复述能力、感悟道理。

为了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教师还可以采用“说
新闻”的形式开展“一句话新闻”活动，让学生轮流在
语文课上讲述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新闻时事。这既
锻炼了学生口语交际的技能，又培养了学生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的良好习惯。

此外，教师还可以有计划地开展故事会、朗读比
赛、读书交流会等活动，帮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锻炼提高“说”的技能。

在评价中获得提升
针对每次“说”的活动，教师可设计下发口语交际

记录单。以一年级下册口语交际“一起做游戏”为例，
星级评价要求可设计如下：一星为邀请要热情，回应有
礼貌；二星为规则有条理，用好顺序词；三星为介绍加
动作，听看更清晰。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在家长的
帮助下记录活动内容并进行自我评价。记录单完成后，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际记录单反馈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
点。评价是对学生的一种关注与督促，有助于学生快速
提高“说”的能力。

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非常重
要。语文教师要把培养学生“说”的能力落实到每一节
语文课上、落实在课外生活中，真正帮助学生掌握与人
交往的方法和策略。

（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洪武路小学副校长、镇江市
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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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树庚

教师：如果把爸爸妈妈
比作身体的一部分，你觉得
爸爸和妈妈是身体的哪个部
分呢？

学生：我觉得爸爸好比
胳膊。是他用有力的胳膊撑
起了我们的家。

教师：那妈妈是身体的
哪部分呢？

学生：妈妈好比我们身
上的大腿。

众生大笑：妈妈怎么会
是大腿呢？

学生：爸爸再厉害，也
没 有 妈 妈 厉 害 。 俗 话 说 得
好，“胳膊拧不过大腿”。

众生笑作一团。
教师：你真是个天才，

说话有水平！
这是反映小学生伶牙俐

齿的一段师生对话。相信听
到这样的精彩对话，大家都
会忍俊不禁，对上面这名学
生刮目相看。这名小学生说
话水平高在何处呢？高在有
转折。把爸爸比作胳膊，把
妈妈比作大腿。按照常人思
维，这比方打得不够恰当。
但这名学生来了一句“胳膊拧
不过大腿”，一下子就反转过
来了。妈妈在家庭里不可撼
动的“一号”地位立马就凸显
出来了。高在语言背后的思
维。如果学生只是把爸爸比
作胳膊，把妈妈比作大腿，不
能说出为什么这么比方，就会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但后面
的补充，把自己打的比方一

下子拉升到一个其他同学难以企及的高度。
听说读写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如何培养学生

“说”的能力呢？笔者想和大家分享三招。
第一招：练技巧。落实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年版）》精神，上好口语交际课，把统编
教材安排的小学一至六年级“口语交际”落实到位，
把每个口语交际“听、说”要求与“听、说”方法变
成学生实实在在的技能。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传授学
生一些“说”的技巧。比如为了让即兴发言更有条
理，要学会列提纲；比如提炼关键词，围绕关键词发
言，能让听众印象更深刻；比如要善于类比、引经据
典，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抓住听众的耳朵和心；等
等。可视化既是阅读的重要策略，也是口语表达的好
策略。训练学生从小养成可视化言语表达能力，不仅
能快速提升“说”的水平，同时也能让听者获得更清
晰的言语信息。

另外，学会转折，是让自己说的话变得更加幽默风
趣的好方法，教师要有意识地对学生加以培养。以下
是甲、乙两人的对话。甲：“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乙
很不开心地说：“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甲：“那为什
么你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乙听了心花怒放。
这就是转折。转折的技巧不仅可以用于交流对话中，
还可以用在一个人独白式的言说过程中。

第二招：给机会。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要提高学生“说”的水平，就要给学生大量

“说”的机会。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教师要有意
识、有计划地规划好课上一分钟或三分钟，可以安排
学生集体诵读或背诵挑战，安排学生“一句话新闻播
报”或即兴造句练习，安排学生轮流进行好书分享、
推荐或即兴演讲，等等。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年段特点，持之以恒地安排好课上一分钟、课上
三分钟。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安排学生担任“小
先生”，让学生领读词语、课文。久而久之，小学生
的言说能力、自信程度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另外，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变传统的教师“一
言堂”为“学为中心”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增加每
一节课学生同桌交流、小组合作的频次，让学生有

“说”的时间，有“说”的机会。“说”是一项语文能
力，练得多了，水平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第三招：练听力。听与读是语言输入，说与写是
语言输出。要提高“说”的水平，必须提高“听”的本
领。读屏时代，普遍而言，耳朵用得少，眼睛用得多。
这也是造成小学生“说”的能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学六年，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听”的本
领。听写词语，要从报一个写一个慢慢过渡到报三个
写三个。还可以采用教师说词语意思、说句子，学生写
词语的“创意听写法”，训练学生“听”的本领。

教师应教给学生“听”的方法。课堂上，除了听
教师讲之外，最重要的是听同学的发言。比如，听同
学发言时，自己的身体要转向发言者，目视对方。这
种“倾听”习惯，要抓扎实。要教会学生用“我有补
充”“我对他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之类的开场白；要
指导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善于抓住别人说话要点的方
法；等等。这些都是“听”的本领。只有提高了

“听”的本领，“说”的能力才能同步提升。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合称“语文”。提高学生

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能力，既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
务，也是衡量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什么在日
常教学中，部分语文教师对“说”的能力的培养不够
重视呢？很大原因在于“说”的能力在传统的“纸
笔”测试中难以考查、检测。在倡导教学评一体化的
当下，在探索综合评价改革的当下，我们要从传统的
以“纸笔”测试为唯一评价方式不断转变，探索非纸
笔测试的多元教学评价，通过评价改革促使教师重视
小学生“说”的能力的培养。

（作者系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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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听说读写是学生应掌握的四大能力。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但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对“说”的
能力的培养仍有待加强。如何认识“说”的重要意义？怎样才能提高学生“说”的能力？课程周刊围绕这一话题，约请教师、教研员分享观点、交流经验。

培养 的能力① 语文学科说

言之有文 方能行远

口语表达可否制定一些标准呢？《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22年版）》中对口语交际有较为具体的要求，师
生要认真学习，注重落实。

在这方面，语文界前辈钱任初先生对语文教师课堂
教学语言“六性”“八戒”的要求可以借鉴。“六性”指的是：
叙事说理，条理清楚，言之有据，全面周到，具有逻辑性；
描人状物，有声有色，情景逼真，细腻动人，具有形象性；
范读谈话，情真词切，平易流畅，真挚感人，具有感染性；
借助手势，穿插事例，比喻新颖，生动有趣，富有趣味性；
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措辞精当，惜话如金，富有准确
性；举一反三，弦外有音，留有余地，循循善诱，富有
启发性。“八戒”指的是：戒拖泥带水、拉里拉杂、与
题无关的废话；戒颠三倒四、疙里疙瘩、文理不通的病

话；戒满口术语、文白夹杂、故作高深的玄话；戒滥用
辞藻、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虚话；戒不懂装懂、或许
大概、模棱两可的混话；戒干巴枯燥、平淡无味、催人
欲眠的梦话；戒挖苦讥笑、低级趣味，不干不净的粗
话；戒陈词滥调、生搬口号、八股味浓的套话。

中国自古就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训，更
有“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范例，高中语文课本
中《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代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
群儒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总之，“说”是语文的一项重
要能力，语文课上的口语表达规范训练必不可少，语文
教师应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陕西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

落实课标，“说”有要求

口语表达与书面语表达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书面
语用字、用词、用句方面可以借助典雅的文言风格，口语
表达则要求通俗易懂、生活化。但这不等于说口语表达
可以不讲究修辞，只是大白话。在初中语文统编教材中，
有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
神》、王选的《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和顾拜旦的《庆祝奥
林匹克运动复兴25周年》四篇演讲稿，高中语文统编教
材也有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些演讲稿既
通俗易懂，又典雅文气。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观点：高水
平的口语表达应具备书面语的风格特点。在一些场合，
听者的文化修养较高，大白话不一定有好效果，口语表达
也要讲究用字、用词、用句，讲究修辞。

当然，口语表达往往是即兴的，不像写作可以字斟句
酌，充分准备。其实真正的即兴演讲很少，更多的演讲是
有准备的。即便是即兴演讲，只要调整好思路，也可以做
到典雅。笔者推荐一种即兴演讲的方法：选取核心词，然
后排序，最后逐一展开。比如某年暑假，我和另外两位语
文教师应邀到马来西亚交流语文教学经验，马方汉语教
学部门举办了一个欢迎会，让我们其中一人作为代表讲
几句话，两位教师推荐我来讲。我在极短的时间内确定
了三个核心词：亲切、感动和期待。然后，我围绕三个核
心词展开——亲切，是来到马来西亚后，见到华人说汉
语、写汉字、教语文，丝毫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就像在国

内一样，到处都感到亲切；感动，是受到当地华人热情接
待，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三人十分感动；期待，是接下
来十多天里，要到六所中学听课、上课、座谈，我们充满好
奇、充满期待。我讲完后，那两位教师称赞说：“讲得好，
清晰、得体，三个词表达准确。”

语文课上，我让学生读杨成武写的《长征胜利万岁》
一文中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讲话，读完我让学生找出核心
词，学生很快就找出来了：第一次、宣言书、宣传队、播种
机。我又让学生分析讲话是如何围绕核心词展开的，逻
辑顺序是怎样的。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认识到三个核心
词与展开部分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纲”与“目”的
关系，并与以前学过的“目录句”和“对应段”的知识联系
起来。这属于程序性语言知识。

有的人口头表达不清晰，往往是因为缺乏确定核心
词的意识。教师应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在讲话时抓好核心
词。一次，我让学生们表达进入高二新学年的感受，一名
学生主动举手，他的讲话中确定了三个核心词：反思、抓
住、规划。他展开说，反思自己居家学习的表现，自制力
差，成绩下降，这对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抓住，就是抓
住新学年的每一天，珍惜时光，珍惜每一节课，努力提升
成绩；规划，就是对未来高三以及大学选择专业有一个初
步规划，为将来的人生打下良好基础。他的即兴演说赢
得了全班同学的掌声。

加强修辞，“说”得文雅

说话要讲究场合与对象。“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
的是场合问题。庄重严肃的场合，不宜开玩笑，更不能胡
言乱语；家人团聚、朋友聚会，可以谈笑风生，切忌官话连
篇。“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讲的是对象问题。对长者说
话，要彬彬有礼，注意音量大小，不宜口若悬河，滔滔不
绝；对晚辈讲话，当和声细语，风趣幽默，不宜用教训口
吻。对熟悉、亲近的人说话，可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与
陌生人交流，当止则止，切莫口无遮拦。《论语·乡党》中记
录孔子在不同场合说话有不同表现：“孔子于乡党，恂恂
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
“私觌，愉愉如也”。孔子对自己的口语有严格要求，教师
可在语文教学中以此引导学生说话应区分场合与对象。

说话要力戒“口头禅”。口头禅可以分为一般口头禅
和不雅口头禅两种。一般口头禅如“是吧”“对吧”“那个”

“这个”“这样的话”“怎么说呢”“然后”等，虽无伤大雅，但
对于干净、流畅、典雅的表达肯定有不良影响。有的学生
说话习惯用“然后”，一句话一个“然后”，听起来很别扭。
我上课有意纠正学生的这个毛病。有一次，一个学生站
起来回答问题，我要求他不用“然后”，他竟然一时说不好
话了。有的教师上课习惯说“是吧”，一句话一个“是吧”，
学生就暗数教师一节课说了多少个“是吧”，影响了听课

效果。带脏字属于不雅口头禅。《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中有“注意语言美，抵制不文明的语言”的
要求，师生应认真落实。

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因为说话是通过声音
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如果内在修养好，外化出来的声
音就不会低俗。这一点，在说话的音量上尤其明显。有
些人说话大嗓门，即便近在咫尺，也喊得震天响。之所以
大嗓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考虑对方感受，只管自
己释放。鲁迅在小说《药》中塑造了一个康大叔，说话总
是“嚷”，他看到别人耸起耳朵听，更是亢奋不已，肌肉块
块饱绽。这位康大叔，眼中无他人，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的人。当然，大嗓门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可能是一个内
在修养有欠缺的人。

说，不仅仅是音量控制的问题，还有升降变化、语
速快慢、实虚相间等技巧问题，这就更需要专业训练。
大学里播音专业的师生说话，与我们普通人有明显不
同。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说话，听着感觉舒服，是美的享
受。学校可邀请播音、朗诵方面的专家指导中学语文教
师，改善语音语调提升授课效果。如能再进一步，专家
通过结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对师生的口语表
达进行更为细致的指导，那么将有助于提升师生的听说
读写四大能力。

合理顺畅，“说”到心里

程翔

“说”能体现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写固然是表
达，说则是更直接、外显的表达。用写表达的毕竟
相对是少数，而几乎所有人都用说来表达，人与人
的交流主要通过说来实现。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达到

何种程度，通过半小时的口语交流基本可以断定。
信口开河招人讨厌，谈吐得体受人尊敬；能言善
辩、伶牙俐齿固然让人羡慕，若分寸失控成为话
痨，就会让人厌烦。

究竟如何把控才能说得恰到好处？语文课堂上的
专业训练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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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新华小
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演讲。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