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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研 究
如何在小学英语会话教学中创设高效教学情境
□肥西县上派镇珍珠路小学  张晓阳
英语是一门运用性和交际性很强的语言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小学英语课堂应更
加注重语言输入，而会话就是小学英语课堂进行综合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载体，会话教学的
效果往往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英语水平，通过在小学英语课堂会话教学中创设有价值的教学情
境则是最能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建立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的最佳途径。那么如何在小学英语
会话教学中创设高效情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注重真实性策略
教师在英语会话教学中应创设相对真实的情境，真实的情境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
也乐于置身其中。例如笔者在教学三年级英语上册Unit 1 Hello！Part A部分对话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时，就利用学期初班级转入了新同学彼此还不是很熟悉这一情
况，创设了真实的新同学自我介绍和其他学生询问对方姓名的对话情境，这样的情境既具备
了信息差异“information gap”，同时又避免了因为同一班级内学生太过于熟悉而使对话
变成单纯、机械地操练，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了参与沟通交流的欲望。
二、注重生活性策略
教师在小学英语课堂上所创设的语言教学情境一定要与小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符合小学生
的生活经验，才能使创设的情境与所学知识有机融合，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所学语言内容。
教师应注重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发现、挖掘情境资源，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如教
学四年级英语下册Unit 5 My clothes Part A Let’s talk部分对话时我创设了生活中的购
物情境，学生们一看到这一场景立马来了兴趣，联想到自己和父母一起购物的情形，从而很
自然地引出营业员的常用语Can I help you？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拓展延伸，使用“
May I help you？”和“What can I do for you？”，以及如何来问询颜色、尺码“What 
color is/are it/they？”“What size would you like？”等表达，学生很自然地掌握了
目标语言的重点内容。
三、注重问题性策略
有实效的教学情境一定是内含问题的情境，它能够有效地引发学生的思考，并促进学生英语
思维的发展。问题是根据一定的目标而提出来的，目标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点，只有这
样的问题才会成为感知的对象，从而使学生始终处于积极的求知状态，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
问题意识。
四、注重趣味性策略
根据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年龄特点，应多创设具体、直观、形象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情
境，这样易于学生们观察和思考，并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和联想。例如我在教学六年级
下册英语Unit 1 How tall are you？就用一个笑话创设了一个有趣的情境，很自然地引出
这节课的重点句型：“How heavy are you？”“How tall are you？”等，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
五、注重学科性策略
小学英语会话教学情境创设要体现英语学科特色，紧扣当节课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应该是
能够体现英语学科知识发现的过程，以及英语学科知识在生活中的意义。只有这样的情境才
能有效体现英语学科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掌握和运用学科知识，
激发他们学习的内驱力。
六、注重情感性策略
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指出：“教学法一旦能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
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 教学情境具有激发学生情感的功效，这就要
求教师用积极的情绪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上好每一节课，与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情，从而推动
和提高他们学习的热情。如我在教学六年级英语上册Unit 6 How do you feel？Part B Let
’s talk时，利用多媒体创设了Tom的父亲生病了，但是还惦记着答应带Tom去看电影这一情
境，学生们联想自己的父母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取得了较好效果。
总之，在小学英语会话教学中，教师创设的情境，要能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触发学生产生弄
清未知事物的迫切愿望，诱发学生进行探索性思维活动。当然，情境的创设并非信手拈来，
情境需要准确地把握教材和学生，并且使情境创设常变常新，只有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课堂教学才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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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低年级的说话与写话训练
□泗县泗城第一小学  张艳梅
小学低年级是学生语言发展的最佳阶段，单靠教材编排的说话、写话训练远远不够的。创设
一定的语言环境，对学生进行有目的的语言训练，是发展学生语言的有效途径。这样，不仅
培养了低年级学生说写能力，而且为消除三年级作文训练的爬坡、低谷现象，解决学生作文
难的问题开辟了渠道。笔者根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针对低年级学生的认识特点，在
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对说话、写话训练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那么应该怎样指导低年级学生
进行说话、写话训练呢？
一、用拼音做工具，尽早让学生开篇练习
在声母教学过程中，每节课前面，我都安排5分钟进行听的训练，训练的内容与本节课的内
容相联系，随着复韵母、鼻韵母音节中的教学，便开始了说写训练。如学生组成“铅笔”“
钢笔”“笔墨”等词，再让学生用“蜡笔”说一句话。进入二年级，随着学生识字、写字能
力的增强，让他们学写一些简单的东西。要求学生“用我手写我口”“用我手写我心”，在
学习纯拼音课文时，通过抄写既练习了汉语拼音的书写，又了解了写文章的基本格式。随着
汉字课文的出现，写作可沿着“拼音—拼音夹汉字—汉字夹拼音—汉字”的路子走，绕过识
字难关进行提前写作。
二、用问答开路，让学生有序回答问题
儿童口头语言的发展总是优于书面语言的发展。因此，我坚持以口头作文为先导，以说带
写，说写紧密结合，进行系统的，形式多样的说写练习，如“玩玩说说”“看看说说”“画
画说说”等寓说话训练于游戏活动之中，说完即写，从而促进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过渡。
这时我开始从问答练习入手，引导学生说一句完整的话，如出示《放学以后》这幅图，图意
是放学后同学们打扫教室的情景。教师用纯拼音板书，口述顺序：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
方，做什么？让学生反复训练后，进一步培养学生有目标，有条理地说几句话，如“他们是
怎样做的？”在回答“怎样做”时，给学生一些基本句式，如：“先……再……接着……最
后……”“有的……有的……还有的……”使学生做到言之有序。让学生把这些内容一步一
步地说清楚，再连起来说一段话后，写下来。这样进行句、段的引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
言思维得到了训练，作文能力有了更大的提高。
三、开拓学生新思路，激发学生兴趣
起步时期的作文训练，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唤起学生的作文情感，从儿童的年龄
特点和认识事物的规律出发，在一年级上学期，我注意引导学生利用各种感官去观察，感受
和实践，从自己身边摄取新、美的题材，开拓作文的新思路。常用的方法是：游戏表演创设
情境。我把游戏活动纳入写作范围。在组织学生搞丢手帕、击鼓传花、传话等游戏后引导学
生把活动的过程说出来，写下来，组织学生编排一些小节目，寓语言表达于游戏活动之中，
深受学生的喜爱，学生从中既学会了观察又开拓了思路，也提高了写作兴趣。通过以上方
法，学生攻下了种种难关，为以后的“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培养学生的“仔细观察，抓住特点”的能力
观察是写作的开端，如果平时不注意培养学生认真观察的习惯，说写时就不会有具体的内
容，学生虽然平时天天和周围事物打交道，但要说清或写明时，就会感到力不从心。这主要
是观察不仔细，没有抓住事物特点的缘故。因此，我在教学中着重于培养学生的仔细观察，
抓住特点的能力，让学生有目的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及时教给学生观察事物的方法，如教学
生学习按一定的顺序观察景物、抓住景物的特点。在教学前可以带领学生到校外，田野参
观，在参观游览过程中，要指导学生观察周围景物全貌，看清它的位置、色彩、姿态及了解
变化情况，再细致观察每一部分，尤其是重点部分；不仅用眼睛仔细看，还要用心记住和思
考，并动手进行简单的记录，这样学生写出的文章就会生动、真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
提高学生的自身观察能力，为说写训练打下坚固的基础。
五、培养学生表现生活的语言能力
加强学生的说写训练，不能仅仅局限在教科书的范围内，而应到课外生活，活动的各个方
面，各个角度去捕捉说话写话训练的内容，如请假、问路、看电视、借东西、到医院看病等
这些日常生活小事的表达上，都应相机对学生进行指导，按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抽象
到具体、循序渐进，有目的、有计划、有条理地进行训练。常言道：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低
年级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抓住低年级学生生活的这一特点；多方
面地开拓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学生某某平时不善于表达，我就有意识地坚持每天利用课前十
分钟时间，耐心地和他进行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发现该生逐渐地喜欢说话了，进
而我又要求他把说话的内容简单地写下来，然后给我看：经过一两个学期的反复练习，该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写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六、开拓学生课外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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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活动是低年级学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学生丰富多采的生活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素
材，教师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多组织一些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活动，让说
写训练相机安排在活动之中，使语言训练成为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根据不同的
节日开展不同的活动，活动后上说话课，让学生由说到写，从叙述到写作。由于学生都是亲
身经历，自然说起来流畅，写起来顺手。从而达到了低年级学生作文训练要求的条理清楚，
生动有趣的目的。可谓是“一举两得”“寓教于乐”。
长期教学实践证明：低年级的说话、写话训练，只有课内、课外有机结合，校内、校外有机
结合，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说写的兴趣，提高说写水平，开辟出说写能力的新天地。

教 学实 践
培养小学生数学问题意识的有效策略
□长丰县实验小学  程  凤  严治军
曾经有学者指出：“美国的课堂是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中国的课堂是着力于帮助学生寻找问
题的答案；前者越教学生的问题越多，后者越教学生的问题越少。学生的问题越多，创造的
欲望就越强烈；反之，问题越少，创造的动力就越小。这也许就是中国学生普遍缺少创造能
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
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并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发展应用意识。” 那
么，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敢于提问，学会提问，善于提问，在提问中获取新知
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问题意识培养的有效策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营造宽松氛围，使学生“敢问”
好奇是学生探索心理的推动力，质疑则构成了学生从一般性思维发展到创新思维链上的关节
点，疑而启思，疑而生变。
例如：在教学《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时，我鼓励学生可以在小组里议一议，大胆去猜、去
发现：“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什么特点？”鼓励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有什么想法就说出
来，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有的学生提问长方形的四个角是否都是直角。正方形的四条边是
否都相等。……学生会大胆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心里想提的问题就多了。
二、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爱问”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索，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
创设情境，提供在新知识下的“联络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产生发现疑问、提出问题，萌
发猜想，逐步提高问的价值。教学中，我发现一个好的问题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想方
设法去寻求答案。在积极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学生就会不断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果学生对学
习活动不感兴趣的话，就会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那么就不会有质疑问难的欲望。
三、教给提问的方法，让学生“会问”
好问是多思的前提。提倡好问，并非鼓励学生不假思索地乱问，不要为提问而提问，也不能
一疑就问，每题必问。从爱问到会问是一个飞跃的过程，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教师不断点
拨引导。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光要创设条件使学生敢问、爱问，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提
问的方法，引导学生提出高质量的问题，鼓励学生“问得深”“问得妙”。
四、适时评价，使学生“善问”
受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往往会散而乱，或者根本不切合教学内
容。要使学生逐步提高提问的质量，应注意适时总结，引导学生评价。让学生做到非“疑”
不质，是“难”才问。首先，对学生的提问教师都要对其表现极大的热情，不能置之不理或
作简单的结论性回答。渗透给学生问就比不问强的意识，要经常表扬敢于提问的学生。
教师应用数学教学有效策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也是教
师自身发展的最好、最基本的渠道，需要做教师的我们不懈地努力。时代的发展呼唤着教育
的创新，新课程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然而，希望与困惑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课程改革
任重道远，课改之路充满艰辛。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积极的行动，实在的措
施，团结协作，真抓实干，使新课程尽快走向现实，让新课程实验成为促进教师成长的平
台，成为培育学生素质的沃土。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与学生共同成长。
总之，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让学生敢问、爱问、会问、善问是把学生当
作学习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教会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之一。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主动
的、创造性地学习，拓展思维，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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