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分析】

《打电话》是统编教材一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

口语交际内容。在本课之前，统编教材安排了四次

交往类口语交际——《我说你做》《我们做朋友》《用

多大的声音》《请你帮个忙》。这几次口语交际都强

调了“说清楚”“听明白”等交际目标。因此，在教学

中，不仅要继续关注“大声说，让别人听得见”“使

用礼貌用语”等良好的交际习惯与态度，让学生遵

守基本的人际交往原则“尊重他人”，还要训练学生

认真倾听，懂得“没听清时，可以请对方重复”，也就

是初步学习如何应对和表达诉求。

《打电话》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各有侧重，较完

整地呈现了口语交际的相关要素。一是交际经验。

本次口语交际一开始就提了两个问题“你打过电话

吗”“应该怎样打电话呢”，借此唤醒学生已有的生

活经验。二是交际范例。课文图文并茂地呈现了

李中与张阳妈妈打电话的情景，为学生的交际提供

了范例，让学生知道用电话交流包括“打电话”和

“接电话”两个方面。三是交际情境。教材提供了

学生熟悉的三个生活情境，让他们模拟打电话。其

中，“打电话约同学踢球”“打电话向老师请假”都属

于“打电话”的范畴，“有一个叔叔打电话找爸爸，但

是爸爸不在家”属于“接电话”的范畴。四是交际提

示。两个学习小贴士提示了本次口语交际的方法，

也就是能力目标——“给别人打电话时，要先说自

己是谁”“没听清时，可以请对方重复”。

【教学目标】

1.借助情境进行演练，做到给别人打电话时有

礼貌，能先介绍自己。

2.打电话时，养成认真倾听的好习惯。在没听

清时，能主动要求对方重复。

3.在生活化的交际情境中，灵活运用习得的交

际策略，通过打电话，尝试与人友好交往。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有关课文情境的微课、板贴。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唤醒交往经验

1.课前问好，教师接听电话。

（模拟情境：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您好，请问您是哪位？哦，王老师啊，您找我有

什么事吗？明天上午 9 点到教育局三楼开会，好

的，我记住了。谢谢您，再见！

2.回顾、交流电话内容。

3.交流生活中打电话的经验，小结打电话的基

本步骤。

（1）先拨电话号码。

（2）接通电话后，告诉对方自己是谁。

（3）说清楚自己打电话的目的。

4.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创设“老师接电话”这

一真实情境，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引导他们梳理出打电话的基本步骤，给予学

生明确清晰的指引。）

二、情境学习，发现交往方法

1.出示教材情境：李中打电话找张阳，张阳妈

妈接听了电话。

立足生活创设情境，多元互动促进交往
——一年级下册《打电话》教学设计与思考

□ 叶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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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微课。

张阳妈妈：喂，你好。请问你找谁？

李中：阿姨，您好。我是张阳的同学李中。请

问张阳在家吗？

张阳妈妈：他在家，你稍等一下，我叫他。

李中：谢谢。

2. 交流：李中和张阳妈妈是怎样打电话的？

预设一：打电话的时候，要说得清清楚楚，这样

别人才能听得明明白白。（板贴：说清楚，听明白）

预设二：打电话时要有礼貌。（板贴：有礼貌）

（1）课件标红“你好”“您好”“请”“谢谢”。

（2）复习《请你帮个忙》中学过的礼貌用语。（课

件出示“请”“请问”“您”“您好”“谢谢”“不客气”）

预设三：要先说自己是谁。（板贴：先介绍）

（1）思考：电话里该怎么介绍自己？李中为什

么不直接向阿姨介绍“我是李中”，而要说“我是张

阳的同学李中”？

（2）小结：如果电话那头是熟人，只要介绍自己

的名字就好；如果对方是不太熟悉的人，要记得在

名字前加上自己的身份。（板贴：身份、姓名）

（3）思考：如果你打电话给我，你会怎么介绍自

己？如果打给隔壁班王老师呢？

（设计意图：技巧的传授，往往是从示范开始

的。本环节意在充分利用教材资源，通过微课，将

李中和张阳妈妈的两组对话转化成有真实氛围的

口语信息，引导学生交流讨论，梳理出打电话的方

法以及注意事项。）

三、情境整合，提升交往能力

（一）打邀请电话，说清事情

1.生活场景一：李中打电话，约张阳踢球。

思考：张阳听到妈妈的呼唤，从自己的房间里

走出来，来到电话机旁。他们会怎么通电话？

2.同桌模拟交际。一人扮演李中，一人扮演张

阳，打一次电话。

预设：

张阳：喂，你好。

李中：张阳，我是李中。周末有空吗？我们一

起去踢球吧！

张阳：好啊，到时候见，再见！

李中：再见！

（1）学生从“说清楚、听明白、问声好、有礼貌、

介绍自己”几个维度进行互评，发现问题：没说清楚

踢球的具体时间、地点。

（2）小结：邀请别人时，一定要说清楚时间、地

点、事情。

3.再次展示，交流评价。

预设一：电话邀约，说清楚。

（1）师生交际，模拟情境。

（2）评价：这次把时间、地点、事情都说清楚了。

预设二：拒绝邀约，说理由。

（1）同桌互动，巧设障碍：周末奶奶过生日。张

阳得去给奶奶庆祝生日，这可怎么办？

（2）礼貌拒绝。小结：如果有事不能接受对方的

邀请，一定要把理由说清楚，这样对方才能理解你。

（二）打请假电话，明确要点

1. 生活场景二：李中打电话向老师请假。

思考：真是不巧，李中踢球的时候，一不小心把

脚扭伤了，得向老师请假一天。这请假电话该怎么

打呢？

2. 师生合作打电话。

预设：

师：喂，你好！

生：老师，您好，我是李中。

师：李中啊，你有什么事吗？

生：老师，我昨天踢球的时候扭伤了脚，要跟您

请一天假。

师：喂？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好，我没听清，

你可以再讲一遍吗？

生：好的。我昨天踢球，脚受伤了。能不能向

您请一天假？

师：哦，可以的。那你在家要注意安全，祝你早

日康复！

生：好的，老师再见！

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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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流评价，发现秘诀。

预设一：说清楚请假原因和时间。

预设二：老师在没有听清楚的时候，请李中再

说一遍。

（板贴：没听清，请重复）

（三）接听电话，灵活应对

1.生活场景三：有一个叔叔打电话找爸爸，但

是爸爸不在家。

思考：李中受伤只能待在家里。这时，家里的

电话响了，是谁打来的呢？

2.四人小组合作练习。

（1）先讨论爸爸不在家时，接电话该如何应对。

（2）两人模仿李中和叔叔打电话，另外两人当

小评委。

3.小组展示。

4.小结：如果事情不急，可以让叔叔过一会儿

再打来，也可以让叔叔留下电话号码，等爸爸回来

给他回个电话；如果事情比较急，请叔叔说清事情，

自己代为转达。

5.学生扮演李中，教师扮演李中的爸爸，听李

中转述电话内容。

6.儿歌小结。

我会打电话

打电话，先拨号。 没听清，请重复。

问声好，把名报。 人不在，须转告。

说清楚，听明白。 道再见，有礼貌。

（设计意图：教材提供的三个情境与学生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能唤醒他们的生活体验，让他们

有话可说。将三个情境整合成一个情境，情境便具

有了延续性。学生在角色转换、多向互动中，真实

地演练拨打邀请电话、请假电话和接电话，在一次

又一次的交际实践中，不断感受、反思、总结和提

高，积累打电话的经验。最后，以儿歌的形式归纳

总结打电话的要点，便于学生记忆、运用。）

四、情境演练，评选交往达人

1.布置任务。

（1）打电话慰问受伤的李中。

（2）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找妈妈明天去逛街，妈

妈不在家，阿姨请你转告妈妈。

（3）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老奶奶晕倒了，

你需要打急救电话120。
2.请四人小组的组长抽取一个任务。

3.完成任务。

（1）四人小组自主合作，根据抽取的任务内容，

练习打电话。

（2）上台展示，评选交往达人。

（3）教师小结：电话的作用真大呀！生活中，有

很多情况都需要打电话。遇到意外，还可以打紧急

救助电话。比如，急救电话 120、火警电话 119、报
警电话110等。打这些特殊电话时，一定要快速地

把地点、事情说清楚。

（设计意图：口语交际应从课堂出发，走向生

活。本环节设计了不同的情境任务，通过四人小组

抽取任务的形式，让更多学生进行实践，既巩固了

学生打电话的能力，又让学生感受到掌握打电话的

技巧，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提升交

际能力。）

五、情境回顾，延续交往效应

1.呼应开头情境：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请帮忙

接听王老师打来的电话。

2.转告电话内容：王老师说，受疫情影响，会议

临时取消了，开会时间另行通知。

3.互动点评。

（设计意图：本环节和开头的情境相呼应，将情

境教学一以贯之。学生现场帮教师接听电话，活学

活用。这既能让学生巩固本课所学，真实地演练接

电话，也使本课有了更强的设计感。）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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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考】

《打电话》具有较强的生活性、实践性、互动性。

面对学生熟悉且有经验的交际形式，如何选择贴近

生活的话题，采用灵活的形式组织教学，培养学生

的口语交际能力？本堂课采用情境教学的策略，紧

扣教材，立足生活，在一个个生动且有层次的交际

活动中，引导学生学习交往的方法，积累交往的经

验，切实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一、情境紧贴生活，提倡真诚交往

口语交际应尽可能地创设生活化的交际情境，

降低学生的陌生感，引发学生的共鸣，让学生体验

各种场合中的交际行为，从而学会与人真诚交往。

引入话题时，适时植入生活场景“现场接听电话”，

增强学生的体验，使学生激活已有的生活经验。微

课将教材中以图文形式呈现的交际范例转变成鲜

活的生活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教材提供的三个

交际场景“约同学踢球”“向老师请假”“接听电话”

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学生在生活化的

交际情境中，逐步积累交往经验。最后，通过体验

式情境，将所学的交际技能运用于生活，演练接打

各类电话，包括紧急电话。如此，从情境的引入到

情境的延伸，形成一条完整的情境链，把交际情境

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

二、情境演绎生活，呈现自然交往

口语交际的情境应模仿生活，呈现真实性和复

杂性。首先，本堂课，教师把教材提供的三个生活

场景整合成一个由易到难、层层递进的延续性情

境。学生的交际动机不断强化，他们在一次次的演

练、交流中，逐步领悟打电话的要领。其次，在提升

交往能力后，及时巩固迁移。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

和能力水平，设置三个任务情境，学生在举一反三

中，不断巩固交往技能。

现实生活中，交际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随时

可能出现突发状况。对此，可采用黏合式交际策

略，培养学生的应对能力。如打邀约电话时，对方

没说清楚具体时间、地点，应及时追问，明确要点；

有事无法按时赴约时，应该礼貌拒绝，表达尊重；没

听清电话时，可以请对方重复一遍。总之，应基于

交际内容，采取合适的交际策略，从而推进对话，让

交往自然真实。

三、情境回归生活，导向日常交往

“让学生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完成有实际意义

的交际任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较强的指导意

义。”口语交际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从课堂走

向生活，从学到练，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课前，通过“老师现场接听电话”这一真实场

景，将生活直接“搬入”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唤醒

打电话的经验。课中，通过一次次的演练，学生对

于打电话，已是“有章可循，有样可学”。他们通过

抽取任务，学会接打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电话，把口

语交际中学到的原则和方法直接运用于生活。课

末，现学现用，教师请学生帮忙接听打来的电话，并

进行转述。此情境与课始的情境首尾呼应。在真

实的接打电话的情境中，学生把学到的技能转化成

了能力。口语交际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之中，

始终坚守“切于实用”的价值追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宋诏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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