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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老师推荐的口语形式 

 

 

每周分享 

        凌平老师 

借鉴美国幼儿园的“sharing day”的形式，每周有几个孩子在全班面前讲

一分钟中文。每周课上花约5分钟。 

可以每周安排五个孩子来“演讲”；也可以每周只有2-3个孩子讲，每个

孩子讲完留一分钟让本周没有轮到的孩子来向演讲者提问或就演讲内容

发表评论。 

教师提前一周通知孩子们准备好下一周的“演讲”。 

可以讲任何内容，甚至介绍从家里带来的一样物品（照片、玩具、书籍

均可）。 

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些大题目来选择，比如“最爱吃的东西”、“最喜欢

的电影”、“最喜欢的动物”、“最想养的宠物”、“最喜欢的家里的

房间（厨房、卧室、游戏室）”，或是结合时令的题目，如“万圣节要

糖”、“中秋节吃月饼”、“最喜欢的圣诞礼物”……也可以让学生完

全自由发挥。 

口头作文 

                 苏卫老师 

三年级开始，学生词汇量已经很大。课堂上根据我会课文内容做很多

口语造句。 

还有，我一上课就让全班你一句，我一句的口语编故事，我用笔记下

来，整理后发给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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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艳萍老师 

 一开始上课，老师就向学生们提问“这周有什么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

啊?” 

学生们发言之后，老师再讲一个这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趣事，并向学

生提问，比如，“上周是春节，我也收到了一个红包，你们猜是谁给

我的啊？”讲完故事再让学生来评论，“老师讲的故事好不好玩

啊？” 

 

课文导入环节 

            王莉老师 

以一年级的课程为例，讲“小蝌蚪”时，我是这样做的： 

课文导入时问：“谁见过小蝌蚪？在哪里见过？”答：“在小河里见

过。”“去中国时见过。” 

对于不善言表的孩子，我可能会特别问他：“你见过小蝌蚪吗？”他

只需回答见过或没见过。但是即便是简短的回应，也会让他们有成就

感和信心。几次以后，他们就可能会主动回答问题了。 

接着出示蝌蚪图片问：“蝌蚪长的什么样子？”班上几乎所有人都举

手：“它是黑颜色的。”“它的尾巴很细（小）。”“它的脑袋很

大。”“它很胖。”……有些回答可能表述得不准确，老师可以纠

正。在问到青蛙的后腿为什么比前腿粗壮时，孩子们也会抢着回答：

“它用后腿跳起来捉虫子。”“它会跳得更高。”“它用后腿使劲

儿。”…… 

 



马立平中文口语系列——其他老师推荐的口语形式 | 试用版 
 

若您有口语内容愿与我们分享，请微信联系“马立平工作室” 
 

3 

 

生字环节 

                    王莉老师 

学习生字时，我会利用大生字卡片让学生口头组词或造句。 

具体做法：将生字卡片逐一贴在白板上，每贴一张，先让学生念出该

字，然后组词或造句。全部生字练习完毕后，让学生将所有生字再读

一遍。 

例如：学习生字“鸡”时，有的孩子一开始没有想到组什么词，当听

到别的孩子说：鸡腿。马上就有更多的孩子举手，于是就有了：鸡翅

膀、鸡头、小鸡、鸡肉、鸡汤，我喜欢吃鸡…… 

班上学生中文水平不同，会造句的说一个句子，程度稍差的就组个词

语。每课有十几个生字，有难有易，正好兼顾到不同水平的学生，让

每个人都能有发言的机会。 

这样的练习，既可以进行本课的生字教授环节，又同步练习了口语表

达能力，增加了学生对本课生字的理解和运用，还让识记生字过程多

了些趣味性。 

在这个环节的操作上，我会及时鼓励每个发言的学生，调动其他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这个词组得好。”“连这个词你都知道，太棒

啦！”每当这时，都会“刺激”一些孩子跃跃欲试，想要“比过”前

者，得到老师的“首肯”。得到更多的“分”。这个练习老师要掌握

节奏，调整好课堂气氛。我一般用10-15分钟完成此练习。 

对待学生提问 

              梁艳萍老师 

有时学生会对课文或生词有问题。对于学生的问题，老师先不要急于

回答，而是让其他同学来回答。同龄人的语言，提问者更容易理解和

接受。 

对课文的问题也可以这样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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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管理 

    网络搜集 

在提问环节，将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让某一组中程度较高，愿意回

答问题的学生，把答案告诉不爱发言的学生，由这个不爱发言的学生

大声说出答案。 

多人朗读课文 

          多位老师 

朗读课文不是全班齐声朗读，而是每个学生读一到二句。不是按座次

让学生读，而是随机点名学生。这样每个学生害怕被点到，都会提前

准备一下，读课文时也会更专心。 

比如二年级第一单元第二课《白菜的故事》：老师说“A你来读课

文。”A读“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老师

说“停。XXX（另一个同学的名字）”被点到名的同学继续读。 

速读课文 

                 沈婷老师 

较短的课文（比如儿歌），或是从较长的课文里抽取一段，来“速

读”。老师用最快的速度读一遍，然后再请同学们来挑战老师的速

度。为了“精确”比较，还可以用手机中的秒表来计时。老师也可以

偶尔读慢一些，让学生们“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