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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教学的实际来看，口语教学的第一步是让学生开口说，然后才能看他的语言是

否得体、是否合乎汉语语法的规范等等。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口语表达的第一步是

说什么，然后才是怎么用汉语说。只有他知道了说什么，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有了

表达的欲望，就会产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课堂气氛才会活跃。 
 一、复述的技巧 
  训练学生口语最常用的方法是复述，老师在一课的课文和语法都学完之后，要学

生自己把课文的内容说出来。一种方法是处理完生词和语言点后，学生合上课本，老

师来朗读课文或者听课文录音，然后老师结合黑板上的生词和语言点进行提问，再找

几个不同水平的学生看着黑板上的生词和语言点进行复述。另外的一种方法是在处理

课文的过程中，老师把对课文内容有重要提示作用的词或短语按照一定的顺序写在黑

板上，最后要求学生看着黑板进行复述，随着学生复述能力的提高，擦掉一些不重要

的词再复述一遍，最后黑板上只留下少量的几个虚词和内容关键词。 
  二、材料运用的技巧 
  老师在课前根据学生的水平准备两种不同的文字材料，比如中国传统笑话或者成

语故事，长度控制在 500 字左右。上课的时候同桌之间拿到的阅读材料是不同的，比

如学生甲拿到的是“守株待兔”的故事，乙拿到的则是“买椟还珠”的故事。要求学生用 5
分钟时间阅读，读完后老师把材料收上来，然后同桌之间相互把读到的故事讲给对方

听，然后要求学生把听到的故事讲给全班同学听，这时其他同学就会对他讲得不准确

的地方或者没有讲到的地方进行补充，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

这些材料具有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故事性很强，能一下子抓住学生的阅读兴趣。其

次，学生拿到的是不同的材料，相互之间就有了交流的动力，产生了信息差。再次，

能同时训练学生听、说、读的能力，因为读了之后要讲给别人听，阅读的时间又有

限，还得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学生用汉语思维的能

力。对方因为要把听到的内容讲给全班同学听，所以必须集中精力听。因此这个环节

既训练了听力，又在相当程度上训练了用汉语思维的能力。 
  三、思维的训练方法 
  到了中高级阶段，教学任务就是怎么样用学过的语法和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 
  比如几个同学一组介绍自己去过的城市，一个同学介绍时，要求其他同学就他没

有讲清楚的地方或者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进行提问，每个人至少提 3 个问题。比如，有

个同学介绍在青岛学习的时候去酒吧，他只是用一句话“在青岛的时候我们去了酒吧”
就过去了，结果其他同学提出下面的问题：你和谁去的？那个酒吧在什么地方？从青

岛大学怎么去？在酒吧你们干什么？这个同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还会产生

新的问题，最后要求他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再把这个题目重新说一遍，这时

就非常具体生动了。扩展思维的第二个方法是举例。这种方法比较适合议论性的话

题。通过具体的例子让思维变得更具体更清晰。比如，有个同学谈到，她通过学习汉

语了解了中国文化。老师就让她谈谈她所体验到的中国文化。她就谈到她妈妈病了，

医生让动手术，后来听说有一个中国老师会针灸，她就领着妈妈去找这个老师，结果

只治疗了两次就好了。她由此对中医产生了兴趣，她又进一步比较了中医和西医的不

同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