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小学语文低年段口语交际培养的研究》

过程性材料



有关“口语交际能力”的学生问卷
本问卷对孟河中心小学二（3）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现状

进行调查，问卷采取不记名形式，您的回答只是作为一份调

查研究数据，请根据您的真实情况作答，谢谢您的参与！

1. 你觉得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怎么样？

A.很好 B.一般 C.不太行

2. 在家里，你是用普通话与家人交谈吗？

A．是（ ）B．有时用普通话，有时用方言（ ）C．用方言（ ）

3. 你喜欢上口语交际课吗？

A．很喜欢（ ）B．碰到感兴趣的我就喜欢（ ）C．不喜欢（ ）

4. 上课时，你踊跃举手发言吗？

A．是的（）B．有时（）C．不怎么举手回答问题（）

5. 你喜欢和别人交谈吗？

A．很喜欢，和陌生人交谈一点也不害怕（ ）

B．如果对方是我熟悉人，我就喜欢和他交谈（）

C．不太喜欢说话（ ）

6. 别人与你交谈时你的目光喜欢在哪里？

A看着对方的眼睛（） B看自己的手（ ）

C看着别的地方（ ）

7. 你能听明白别人讲的是什么吗?

A．能（）B．有时能（）C．不能（）

8. 在和别人交谈时，能做到态度自然大方并且注意文明礼貌吗？



A.与人交流时从来不用礼貌用语。（）

B.与人交流时会适当地用一些礼貌用语。（）

C.与人交流时非常注重礼貌、礼节。（ ）

9. 上“口语交际”课时你能联系自己的生活说话吗？

A、能（）B偶尔能（ ） C、不能（ ）

10. 你希望老师多开展些口语交际活动吗？

A．非常希望（） B．随便（）C．不希望（ ）

感谢您花费宝贵的时间完成此调查问卷，谢谢配合！



情境代入明步骤 灵活运用共合作

-----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口语交际《打电话》教学设计

单位：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心小学 姓名：谈敏 邮编：213139

【课题】
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口语交际《打电话》
【教材分析】
1. 文本图片引要领：《打电话》是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语交际，

教材通过两幅打电话的图片场景向学生展示了打电话时需要掌握的要领。并
结合“你打过电话吗？”和“应该怎样打电话呢？”这两个问题进行思考自
己在现实生活中打电话需要掌握的要领。明确在打电话时要做到先问好，说
清名，道清事这样的打电话步骤。

2. 多样话题用要领：教材展示几组生活中不同的打电话场景，组织学生学习拨
打生活中不同话题中的邀请电话、请假电话以及其他类型的电话。在多种话
题下将打电话要领进行使用，意在将学生学习到的打电话要领进行巩固内化。

3. 互动实践提能力：让学生在各种不同的交际情境下，轻松快乐地进行互动实
践，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学情分析】
一年级上册的口语交际让学生初步感受了语言的魅力，使学生在学习《打电话》
这一口语交际时有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且该口语交际贴近生活，学生有表达的
空间、欲望以及生活感，使学生在学习时更加有代入感。
【目标预设】
基于统编教材对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和该年段学生的特点，现将教学目标确
立如下：
1.学会打电话时的主要步骤和重要要点。
2. 在打电话时，可以清楚简洁地说清想要表达的内容。
3. 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在打电话时，使用不同的电话用语和礼貌用语，培养
讲礼貌的好习惯。
4. 培养学生养成善倾听、会说话的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教学重点】
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在打电话时，使用不同的电话用语和礼貌用语，培养讲礼
貌的好习惯。在打电话时，可以清楚简洁地说清想要表达的内容。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养成善倾听、会说话的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设计理念】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促使口语
交际学习在语文课程学习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口语交际是老师在教学中通过各种
情景教学，规范学生的口语表达，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口语交际
素养。创设各种情景，让学生通过“学中演，演中学”，这不仅符合低年段学生
的心理特点，更符合口语交际教学的特点，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化为个人
所能。
【设计思路】
一、谜语导入促兴趣



低年段学生喜欢新奇、有趣的事物，猜谜语活动巧妙地引入“电话”这个词语，
唤起他们对电话会发生什么的好奇心，带着探索的好奇心进入课堂。
二、创设情境明要领
创设打电话情境，使学生了解打电话的基本步骤，抓住打电话时的基本要领。
三、依托情境用要领
通过不同的打电话情境，使学生在灵活运用打电话的基本要领的基础上，根据不
同情境中出现的不同状况，掌握不同的打电话要领。
四、真实情境促实践
通过一节课的学习，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内化为现实生活中
的实际交际能力。通过不同的真实情境，促进学生口语交际实践能力的提高。
五、总结
总结该节课中学习到的打电话基本步骤以及学习到的重点，使学生形成思维导图，
更便于记忆使用。
【教学过程】
一、谜语导入促兴趣
1.出示谜语：“‘嘀铃铃，嘀铃铃’，它在桌上响不停。拿起听筒放耳边，一头说
话一头听。”

同学们都很喜欢玩猜谜语，大家听老师读一读， 开动你们的小脑筋来想一
想，这是什么？
2. 出示电话机图片：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电话机，电话机在我们生活中可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小朋友们打过电话吗？什么时候打过电话？小组讨论。
3. 组织学生交流
预设 1.打电话给同学询问作业
预设 2.打电话给亲戚拜年
预设 3.打电话给老师请假
预设 4.遇到困难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4.板书课题：每个小朋友都打过电话，那大家打电话时做的都对吗？应该怎样打
电话呢？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打电话，也有许多小窍门呢！今天，老师就带领小朋
友们一起来学习《打电话》。
【设计意图】：通过有趣的谜语引入课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
的积极性。并提出现实问题，学生进行现实联想回忆电话的用途。

二、创设情境明要领
1.出示铃声问你好
（1）、“铃铃铃......”同学们听，是什么声音？ 原来是有人在打电话，我们一
起来听听，他说了些什么？
（课件播放声音:1.播放教材中“喂，你好，请问你找谁？ 2.播放“找谁”这句
话）
（2）、请同学说一说，他们说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谁说得更好？
为什么？
预设 1.第一个人说得比较好，因为她很有礼貌，用了“你好”和“请问”这两个
词语。
预设 2.第一个人说得比较好，听起来让人很舒服。



（3）总结：所以，我们在接起电话时，第一步应该说“你好”“请问”。（板
书：你好，请问）
（4）同桌两人用“你好”“请问”这两个词语说一说句子。
2.清楚叙事明身份
（1）打完招呼后，又会发生什么呢？竖起你们的小耳朵来听一听
（课件播放声音：1.阿姨，您好。我是张阳的同学李中。请问张阳在家吗？2.在
家吗？）
（2）请同学说一说，这两句话又有哪里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谁说的比较好？为
什么？
预设 1：第一个人很有礼貌，说了“阿姨，您好”（补充“您”，表达对对方的
尊重，遇到长辈要用“您”）（板书：您好）
预设 2：第一个人说清楚了自己是谁（板书：介绍自己）
预设 3：第一个人说清楚了自己是干什么的，找什么人的（板书：说清事情）
（3）总结：除了要用表示礼貌的“你好，请问”，接下来要说清楚自己是谁，
说清楚自己打电话是找谁的，是干什么的。如果碰到长辈，你好要变成“您好”，
表示尊敬长辈。
3.接受帮助说谢谢
（1）原来是张阳的同学李中打电话找他来了，张阳的妈妈说“他在家，你稍等
一下，我叫他”（出示图片），这时，李中说了什么？
生：谢谢。
（2）总结：所以，在别人帮助你时，要学会说“谢谢”（板书：谢谢）
4.电话打完说再见
（1）电话讲完时，准备挂电话了，还要说什么？ 生：再见！
（2）当我们打完电话时，要和别人说“再见”(板书：再见）
5.开火车巩固打电话的流程
请一组的小朋友进行开火车说一说打电话的基本步骤和注意的要点
（1）打电话说“你好”，碰到长辈用“您好”，“请问”也要挂嘴边
（2）介绍身份说清楚
（3）事情也要说清楚
（4）别人帮忙说“谢谢”
（5）电话挂前说“再见”
【设计意图】通过音频中不同话语的对比，总结打电话的基本流程和重要关键点，
培养学生认真倾听能力，观察比较分析能力，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总结要点，加
深印象。

三、依托情境用要领

小组合作用要领：四人为一小组，从下面几个情境中挑选一个或两个，先说一说
怎么演，再请组内两个小朋友演一演
情境一：打电话约同学踢球
（1）学生表演
（2）组内学生点评，其他学生点评，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不好的地
方请点评的学生再演一演）



（3）交流：教师强调礼貌用语，并要把事情讲清楚，尤其要说清楚时间和地点
（板书补充：说清时间和地点）
情境二:打电话向老师请假
（1）学生表演
（2）组内学生点评，其他学生点评，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不好的地
方请点评的学生再演一演）
（3）特殊情境：课件中播放机械女音：知不知道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什么意思？
生：听到这样的声音，说明老师这个时候在忙，需要等一等再打老师的电话
总结：在向老师请假时，要有礼貌，说清楚请假的原因和时间，并征得老师的同
意。如果听到忙音，等一等再重播。
情境三：有一个叔叔打电话找爸爸，但是爸爸不在家
（1）学生讨论，这种情况下接到电话，应该怎么做
（2）根据学生讨论的结果，请一位学生与老师进行演示。老师扮演这位叔叔。
要求学生将叔叔说的话进行复述。
总结：如果打电话要找的人不在旁边，需要牢记打电话的人提出的要求，并牢牢
记住，将要点进行转述。
情境四：如果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话
师：如果别人给你打电话时，你周围比较嘈杂，你没有挺清楚，你会怎么办？
生：麻烦对方再说一遍
总结：如果打电话的人说的话你没有听清楚，你可以麻烦别人再说一遍，直到听
清楚为止。
【设计意图】将现实生活与课本相结合，学生讨论演示在不同场景中打电话的流
程，巩固打电话的基本流程，并总结在面对各种特殊状况下不一样的应对方案，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加深印象。

四、真实情境促实践
设置多种情境：
1. 当你迷路时，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2. 生病请假没有去学校，打电话问同学作业
3. 过年时，打电话给爷爷奶奶拜年时
4. 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找妈妈，妈妈不在家，需要你转述一些事情
5. ......
小组合作：四人一个小组，选择两个情景，先讨论遇到这种情景时，你会怎么做，
需要注意哪一些打电话的要点，然后两个人演一演，另外两个小朋友评一评。
【设计意图】锻炼学生现实口语交际能力，将理论知识内化为实际行动，巩固打
电话基本流程和重点，锻炼面对特殊情况时，运用特殊口语交际的能力。

五、总结
1. 说一说这节课学到了什么，打电话时要注意哪些要点
2. 鼓励学生将上课时学习到的电话用语和礼貌用语用在生活中。
3. 给出几个打电话的情境，让学生说一说哪些地方做的对，哪些地方做的不对，
应该怎么做。



【设计意图】梳理本课口语交际的重难点，查漏补缺，鼓励学生多多运用于现实
口语交际。

【板书设计】
打电话
过程

你好，请问 介绍自己 说清事情 谢谢 再见
（您） （清楚）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

（转述要记牢）

忙音等一等，没有听清求重复

【设计意图】将打电话的过程形成思维图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并将在打电话时遇
到的突发状况，需要注意的重点进行罗列，突出重点，加深学生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