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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是终身学习的基本阶段，是一个孩子、一个学生初步认识生活和社会的过程。在新课程改革的明确要求下，小学教师应重视小

学生语文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教师应重视学生语文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引入新颖有趣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充分地融入语文学习。基

于此，本文探究优化提升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有效途径与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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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由听说读写四个重要的部分组成，只有实现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的均衡、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学生能力的全面提升，落实和发展

素质教育。同时，新课程标准向语文教学提出了要加强口语交际环节的

新要求，这也更加突出了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因此，小学语文教师

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探索科学有效的教

学方法，提高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有效性，从而让学生想说、会说、能

说。 

1 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重视程度不够。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虽然部分老师对口

语交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因为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

并没有重视口语交际的实际训练。对于小学语文交际教学，更多的老师

认为口语交际就是平常的口头作文课，在课堂教学中，老师的普遍做法

就是，先给学生安排训练的理论题目，然后再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浏

览性的检查，这样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还造成了教

学时间的浪费。 

第二，学生缺乏主动性。我国的教育模式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

影响，这不仅使老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只单纯的重视对学生知识水平

的提高，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能力，而且

也限制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并没有主动

的参与意识，这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 

第三，缺乏实践性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设口语交际课程的目

的是为了在日常交际的活动过程中促进学生综合能力、行为习惯以及待

人态度的培养。然而，实际的口语交际教学中对学生实践性的交际训练

依然十分缺乏。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老师没有准确理解口语交际训练

的实质内容，大多时候老师都错误的将口语交际当作口头式作文课，因

此在口语交际的训练中，不仅没有发挥口语交际的实效性，还使学生的

交际训练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然后，口语交际的训练只限于部分成绩

好、思维活跃的学生，而绝大多数学生都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第四，

教学内容的不正确理解。对于口语交际的教学内容，大多老师都简单的

理解为教材内容，而没有将口语交际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机的结合。

因为老师对教学内容的不正确理解，就导致了学生实际口语交际的效果

并不明显。 

2 口语交际教学的策略 

第一，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在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过程中，老

师要善于通过教学情境的设立激发口语交际的热情和兴趣，要积极地引

导学生培养自己思维的广阔性以及发散性。因为思维的广阔性不仅是学

生创新思维的基础条件，还是促进学生养成认真思考习惯的关键因素。

老师要经常性的给与学生表扬和肯定，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表述。如在

学习《狐狸和乌鸦》时，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分别扮演狐狸和乌鸦的角色，

从教学内容出发，给学生设定一个交际情境，如果第二天狐狸和乌鸦又

一次相遇，那它们又会发生故事呢？老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将故事补充完整。通过这样的情境对话，不仅有利于学生发散性

思维能力的培养，还能促进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 

第二，提供足够交流空间。在口语交际教学中，充分的互动是必要

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灵活运用多样化的互动

方式，如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这是通过学生间的交流，来达到思想

意识交换的目的；也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这个主要体现在老师和

学生之间角色的互换来进行一种思想上的平等交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老师处于课堂的主体地位，学生被动的接受老师口述的教学过程。在

口语交际教学中，老师应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发挥课堂教学的主体作用，

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口语交际的活动中。再如集体式互动，集体式

互动包括小组学习模式的交流、全班学生的共同交流以及面向社会的广

泛交流等。这种集体式的交流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交际面，还能有效地

促进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第三，引导学生掌握交际方法。在进行口语交际训练时，老师应该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通过传授口语交际相关的方法和技巧，

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好的进行口语交际。在学生的训

练过程中，老师应该积极地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不

断地尝试中，体会口语交际的实际价值。如在学习《木兰从军》时，老

师可以先让学生对花木兰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然后鼓励学生通过

自己的理解将“木兰从军”的故事表述出来，这样不仅能促进学生理解

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更能在提高课堂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交际能

力。总而言之，小学语文的口语交际教学不仅是对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

一种锻炼，更是对老师教学方法的一种全新考验、挑战。针对我国目前

在小学语文口语交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教

师，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学生综合能力

培养的关键作用，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从存在的问题出发，改进不

足并加强学生的口语交际学习和实际训练，这不仅能提高小学语文课堂

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创造性能力，

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口语交际能力是多种能力的综合。

语文教师应根据学生语文口语交际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引导、鼓励培养

学生，优化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策略，多方面拓展，锻炼学生的语文口语

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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