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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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教案 篇 1 

  一、由图入手，唤起生活的回忆 

  （1）看图引导学生回忆生活重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次成功。 

  （2）自由说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交流的愿望。 

  二、自读对话，明确要点 

  1．自由说对话，然后展开讨论。 

  2．买书的过程中，在与人交流时要注意什么？ 

  3．讨论归纳：说话时态度要温和；由礼貌，可用上礼貌用语；根据对方的

年龄、性别来考虑怎样恰当地称呼对方；想好了再说，语言不罗嗦。 

  三、根据对话演一演 

  1．同坐分角色演一演买书的过程，这一环节人人参与。 

  2．推荐上台表演。 

  3．生生互评。 

  四、针对实际问题演一演 

  1．引导讨论：在实际购买商品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 

  2．建议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在小组合作中演一演。师巡视指导。 

  3．请一、二、三组上台演。 

  五、课外拓展：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开展“小卖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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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交际 

  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策划一次主题为“浓浓的乡情”的活动。目的是激发

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借助策划活动，学习怎样和别人围绕着一个话题来讨

论，商量出一个结果。在教学本组课文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搜集有关乡

情的诗词，歌曲，__等，一是加深对课文蕴意的体会，二是为这次活动做准备。 

  策划这次活动，学生重点讨论的问题是活动的内容：表演哪些节目，由哪些

同学表演，怎样表演才能使节目更精彩。在讨论过程中，要引导学生不仅要积极

地参与，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还要注意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 

  下面教学建议仅供参考： 

  1．先回顾学过的课文，总结课文内容的共同特点。乡情，乡思，乡愁，乡

音，家乡始终是令人梦绕魂牵的地方，“叶落归根”“告老还乡”见游子奔回家

乡心情之切，“乡音无改鬓毛衰”是游子归乡后的感慨。古往今来，人们用各种

形式和行动，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对故乡的依恋和热爱。教师要以饱满的情感，

引出本次活动的主题“浓浓的乡情”，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  

  2．讨论的时候，可以先讨论用什么形式来表达浓浓的乡情，思路应该开阔

起来，不仅可以采取朗诵诗词，演唱歌曲等方式，还可以有学生自己的创造，比

如“家乡画展”，“我做家乡小导游”“课本（诗词）剧”等符合学生实际和当

地实际的活动。根据学生讨论的初步结果，分“朗诵诗词”“演唱歌曲”“家乡

画展”等，小组具体商量内容、分工等事宜，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3．最后，可以分组列出节目表，把节目表在全班进行交流。根据讨论结果，

师生确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把策划的这次活动如期进行，

这样不仅能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也使学生享受一种策划成功感的喜

悦。 

  习作 

  本次习作是想象作文，写《二十年后回故乡》，是本组主题学习的延续，目

的是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美好的想象，正是基于对家乡的爱和关注。  

  本次习作的教学重点，一是要引导学生充分展开想像，二是要引导学生注意

学习本组课文表达感情的方法，适当运用在自己的习作当中。  

  教学建议： 

  1．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想象家乡变化绝非易事，对小学生来

说，世事变化，岁月沧桑并不容易体会，所以他们的想象可能就显得肤浅和稚嫩，

情感可能就显得浮华，不能打动人，这就需要教师用情感去点燃情感，用变化去

促成想象，开启思路。比如，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说说家乡二十年前的情

况，让学生感受家乡的变化，或请学生通过采访家长来完成这一体验；再比如，

教师可结合诗人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让学生体会又见家乡时感受到人事的

变化。（ 《 回乡偶书》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

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诗人刚回到故乡时，儿童谁也不认

识他。当他在故乡住下来后，发现离别家乡这么多年，什么都变了，跟记忆中的

一点也不一样了，似乎只有家乡的镜湖没有变。以此来促使学生认真想象，激发

学生表达的兴趣，开启学生的思路。 

  2．学生有了表达欲望之后，要引导学生具体想象，从哪个方面来写。教材

中只是一个提示，要让学生有了自己的想法后，充分交流，以达到互相启发的目

的。在学生交流中，教师要结合一两个学生的发言，相机点拨，帮助学生理清思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路，找到重点，起到示范举例的作用。在学生写之前，提醒学生要注意学习课文

的表达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3．学生写完之后，要引导学生进行交流，相互欣赏。重点评价学生的想象

角度和表达自己感情的方法。选取有突出特点的习作，全班集体评价，进一步进

行习作的指导。在交流评价之后，要鼓励学生进行修改，并把修改过的习作读给

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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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作指导） 

一、明确缩写目的 

  俺们以往的作文，都是要求写把__写具体，这是一种作文能力，但是仅学会

写具体还不够，还要学会写得简洁。这也是一种写作能力。写__，应需要具体就

具体写，需要简洁就写得简洁。这次作文，是缩写课文，就是训练俺们把长 __

压缩成短__。 

二、明确缩写要求 

  １、读课文中的(习作要求)，想想：缩写要达到什么要求? 

  ２、引导板书： 

  缩写成的短文不能改变原文的主要内容。 

  __的语句简洁、通顺、连贯。 

三、学习习作提示，掌握缩写方法 

  １、怎样缩写课文呢？ 

  ２、同桌互相讨论。 

  ３、小结：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跟简要复述一样，保存原文的主要内容，把课文中的某些细节或某些情节删

掉。 

  ４、看课文中的习作提示，边读边想边画： 

  怎样压缩才干使缩写后的`__保存原文的主要内容? 用“＿＿”划出句子。 

四、速读例文，体会缩写方法 

  快速默读《景阳冈》，分析例文哪些地方做了修改。 

  １、删减次要的人物、次要的事件，以及说明、交代等地方： 

  如，《景阳冈》一文中，写武松喝酒后上景阳冈的一段内容，有三个自然段

写了他的心理活动。缩写时，把这些次要局部用一两句话一带而过。第二、三自

然段，写武松与店家的对话，也删掉了。 

  ２、语言，去掉具体描写的局部： 

  例如，课文中写“武松打虎”这一重要情节时，特别是对武松的动作描写，

老虎扑剪的动作，都写得十分细致。缩写时，简化语言、削枝存干，进行概括性

的叙述，使语言简洁明了。 

五、《草船借箭》片段练习 

  １、回忆课文的主要内容。（借箭的经过） 

  ２、可以缩写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借箭？结果） 

 

口语交际教案 篇 4 

  （习作讲评） 

一、讲评第一课时写的片断 

  １、出示同学写的缩写片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２、重点讲评以下几方面： 

  ⑴ 修改后的段落是否保存原文的主要内容？ 

  ⑵ 该压缩的是不是都压缩了？ 

  ⑶ 语句是否简洁、通顺、连贯？ 

二、同学修改片断 

  １、听老师、同学讲评片断后，修改自身写的片断。 

  ２、四人小组对照上面3点要求，评价同学的片断。 

三、缩写全文 

  １、引导同学再读课文中的习作内容和习作要求，进一步明确缩写要求。教

师强调删去次要内容，保存主要内容。 

  ２、同学按要求缩写全文，教师作巡回指导。 

  ３、展示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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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通过口语交际，进一步感受人类的生存与周围环境休戚相关、密不可分，

知道应该投身环保，关爱家园。 

  2．结合身边的事例，交流如何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问题。 

  3．通过口语交际，增强学生表达、倾听和乐于与他人交往沟通的能力。 

  重点和难点： 

  结合身边的事例，交流如何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问题。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关于全球生态环境状况的资料和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资料。 

  学生：准备自己收集到的关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破坏家园的不良行为。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导入，揭示题目 

  同学们，今天老师带来了几张图片（关于人们丢弃的一次性筷子、纸杯。塑

料袋、没有用完的作业本等等的图片），请大家看一看。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经常见到、用到的，看着它们堆积如山，你有什么感受？

（学生谈感受） 

  人类生存与周围环境休戚相关、密不可分，我们要懂得珍惜资源，关爱家园，

不能随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如何珍惜资源，保护环

境的问题。（板书课题） 

  (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引起学生的注意，引发心灵的震

撼，激发学生说话的欲望。) 

  二、自读提示，明确要求 

  1．自读口语交际的学习提示，整体了解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和内容。 

  2．师生共同确定本次口语交际的思路和要求：“为什么要珍惜资源”和“怎

样珍惜资源”。（板书） 

  ( 设计意图：通过自读学习提示，明确口语交际的要求，锻炼学生的审题能

力。) 

  三、 交流讨论，汇报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一）为什么要珍惜资源 

  1．组内交流“为什么要珍惜资源”。可以结合本组教材的内容进行交流，

也可以结合学生资料进行交流。 

  2．汇报 

  （1）展示汇报。每一组推荐一名同学或全组一起向全班同学展示汇报，要

求发言同学语言要规范，表述要清楚。汇报时向全班同学展示搜集的关于资源有

限的资料。（可以利用 PPT 或实物投影） 

  （2）补充。倾听的同学对展示汇报的同学进行补充。 

  （3）出示资料。教师出示关于全球生态环境状况和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一

些资料。 

  （4）感受交流。学生表达自己看完资料的感受 

  ( 设计意图：合作学习，资源共享，提高了学生的合作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补充，使每个同学都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锻炼了学生的倾听能力。) 

  （二）怎样珍惜资源 

  1.小组讨论。组内同学间积极讨论，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注意发言规范，

集思广益达成一致意见。 

  2.展示交流，评比“环保金点子” 

  （1）以小组或个人形式向全班汇报。 

  （2）梳理金点子。 

  ①节约每一张纸。 

  ②在需要传达问候和祝福时，尽量不使用纸制的贺卡。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③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④节约每一滴水，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不往护城河里扔垃圾。 

  ⑤不使用塑料袋，自觉抵制白色污染。 

  …… 

  （3）补充．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对照讨论意见说说还有哪些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 设计意图：“金点子”的评比，着眼现实，对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有积极

的意义。) 

  四、 情境模拟，口语运用 

  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生活，看看谁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高。以小组为单位，

从下面的情境中任选一个进行表演. 

  （一） 王老汉的烦恼 

  如今电扇、空调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蒲扇几乎是无人问津。这可愁坏了集市

上摆摊卖蒲扇的王老汉。 

  现在你就是王老汉，你如何让人们愿意拿起蒲扇来乘凉？ 

  （二） 不就是一角钱吗 

  周末逛超市，妈妈为小强买了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可是塑料袋需要付费。

妈妈刚想掏钱买，小强赶紧拿出事先备好的布包把东西都装了起来。收银员夸奖

小强懂事，妈妈却说：“不就是 1角钱吗？” 

  回家的路上，小强会怎样和妈妈沟通交流呢？ 

  展示组表演，其他同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 设计意图：紧密联系实际，能在生活中恰当的进行口语交际正是本课的目

的所在。采用表演形式，既有针对性，又有趣味性，更具实效性。) 

  （三）请留心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状况，对于铺张浪费、随意破坏的行为该

如何制止？ 

  板书设计： 

  为什么 

  珍惜资源 

  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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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①提高学生表达、应对、倾听、提问等语言能力。 

  ②运用本单元学习的说明方法，学习写一篇说明性__。 

  课前准备 

  每人准备一两件小商品，可以是吃的、玩的、用的也可以带产品说明书。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口语交际 

  一、激发兴趣 

  今天同学们带来了很多小商品，你想让你手中的物品也得到别人的喜爱，让

别人心甘情愿地把他买下来吗？那我们今天就试着做一名小小推销员。 

  二、精心准备（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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