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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规则引领的
小学口语交际教学初探

——以《自我介绍》一课为例
宁波市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 沈书含

内容

仪态

表达

小组合作

☆☆☆
内容完整，符合交际身份与
目的，重点明确，有一定的
特色，吸引人。

精神、有自信，符合情境，有
礼貌。

音量、语速适中，发音准确，
语言表达清楚、连贯。

积极参与合作、认真倾听，
并从多角度给予意见。

☆☆
基本符合交际目的，表达了想
法，但是内容单一或有很多无
用信息。

偶尔有小动作，基本符合情境。

音量过小，语速过快，表达较为
清晰，偶有停顿、重复。

参与合作，但表现力不强，评价
单一。

☆
介绍内容和交际目的没
有关联。

小动作较多，抓耳挠腮，
不符合情境。

不愿开口表达，停顿、重
复多，语句表述无条理。

不愿参与合作与评价。

“口语交际”评价规则

评价规则是判断学生反应、成果或表现质
量的指南、标准或原则。具体来说，它是“将一
个任务划分成若干个组成部分，并对每个组成
部分的可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现水平进行详细
的质量描述”。一般来说，评价规则是对学生学
习过程与结果的一种分等级描述，至少分成三
个等级来描述其不同表现。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面对复杂的学习任
务，借助评价规则，分析和解释学生学习信
息，对学习状况作出判断并提供建议，改善
学生的学习活动。课前，教师通过学情分析
明确学生可能达到的目标水平，制定实现目

标的路径，研制与运用评价规则引导学生构
建学习线路图。课中，借助评价规则监控教
学的各个环节是否基于目标，引领学生开展
同文本、他人、自我的对话，适时修正对话的
方向、内容和程度，促进目标的达成。课后，
鼓励学生运用规则衡量现有水平和目标水
平的差距，激发自我效能感。同时，教师根据
规则检测、分析学习情况，审视自己的教学
工作，修正与完善教学。由此可见，评价规则
是“教—学—评”之间的重要枢纽，也是教师
开展课堂教学、提升学习质量的重要工具，
成为实现课堂成功转型的媒介。

评价规则与教学的关系1
有效运用评价规则实施
口语交际教学的若干建议

营造自主、合作的交际氛围

课堂教学，“学”为主体。在课前，
若由教师直接告诉学生从内容、表
达、仪态等角度来交际，那他们的思
维就会被局限。教师需要在具体情境
中，先让学生自主思考，再通过引导、
质疑、障碍设置等方法合作着引出规
则，让规则既有教师的方向把握，又
有学生的经验支撑。

规则建立和应用的过程其实就是
生生合作交流表达的过程，由于学生
间生活经验和思维模式不同，评价方
向和深度也不同，教师要多创设合作
机会，可以角色扮演，可以一说一评，
让每个学生的学习机会最大化。但仅
仅依靠他人的建议是不够的，要给予
学生充足内化规则的空间。所以本节
课先借助“思维导图”让学生独立地对
评价规则中的“内容”进行构建，再通
过“情境模拟”“小组合作”“班内展
示”等形式运用规则，最后学生反思，
将自己当前的表现和评分规则所描绘
的卓越表现进行比较，发现差距，不断
改善，经历从接受新知到尝试理解，从
评价他人到自我要求的过程。

建立全面、灵动的评价机制

学生由于学习经验和知识积累有
限，所以在规则引出时，大多会将目光
聚焦内容，这个时候教师先肯定，再通
过评价引导学生转变思考方向，学会
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明白口语交
际规则涉及多个维度。在建立规则时，
思维较活跃的学生可能会有预定规则
之外的东西，作为教师不能一味忽略、
排斥，有价值的点要给予肯定，并予以
吸纳，这是课堂教学最宝贵的生成性
内容。在最后应用规则展示交流时，由
于口语交际的特殊展现形式，学生会
出现紧张、说话不流利等情景，教师可
以借助评价规则先肯定，再委婉指出
缺点，进而引导学生再次尝试，树立自
信心，不断习得巩固规则。

创设生动、多样的口语情境

口语交际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教
师要让学生尽可能地深入体验不同场
合下的交际言行。因此在运用规则时，
笔者借助了“小记者”“小导游”和“志
愿者”这三个学生所熟知且有话可说
的情境，并通过视频、音乐、图片等媒
介，激发学生表达欲望，让他们既是参
与者，又扮演着评委角色，最大程度地
经历情境，在轻松、积极的氛围中习得
规则。当然，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教师也应在日常教学
中创设多样的交际机会，让规则运用
成为学生的关键能力。

《自我介绍》是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的一篇口语交际，学生对这个题材不陌生，但对如何在不同情
境中做好自我介绍是无章可循的。笔者以此课为例，阐述怎样有效运用评价规则开展口语交际教学。

运用评价规则开展口语交际教学的若干策略2

教学之初，教师努力营造出真实、有趣的交
际情境，点燃学习热情，在积极的状态中，合作
着引出评价规则。

教师引导学生观看一则插班生自我介绍的
视频，随机指名学生交流。有学生说：“他介绍到
了名字、来自哪里和兴趣爱好。”教师及时评价，
并板书“内容”，继续引导：“还有没有值得学习的
地方？”有的学生继续围绕“内容”展开，教师给予
肯定，并丰富“内容”这一要点。还有的学生说“他

介绍时声音响亮，很有自信”“他说得很清楚，让
我一下就了解了。”……在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
中，逐步引出“仪态”和“表达”这两个要点，并在
黑板上呈现该情境下的规则导图。

学生明确了自我介绍要点后，教师趁热打
铁布置任务：“现在你也来到了一个新的班集
体，会如何介绍自己呢？”同桌间互相介绍，并借
助这三个要点互相评价，在特定的情境中，自主
开展学习活动，初步感受规则。

创设情境，引出规则的要点

学生对教材中出现的应聘、报名、接站等信息
非常陌生。这时，如果介绍内容与之前一样，就无
法达到交际目的。于是，第二环节，教师变换情境：
学生化身为接站人，放学后去车站接不认识的李
叔叔，该如何自我介绍？由此设计三个学习活动：

1.学生仿照上个情境，确定身份、目的和介
绍要点，完成内容导图。

2.师生合作。学生当接站人，教师扮演李叔叔
（设置障碍），情境演绎，其他学生借助导图来评价。

3.同桌合作，再次扮演，互相评价。

与上个情境不同的是，就内容而言，交际对
象变成陌生人，目的是让对方认出你，因此要交
代当时的着装、体貌特征、所在位置等。就表达
而言，由于车站人多声音嘈杂，再加上他是一个
长辈，要更有耐心、有礼貌。通过情境变换、演绎
比较，教师不断完善规则，并从四个维度将学生
的能力分为三个等级。（详见下表）

这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小学口语交际课中的
其他情境，学生需要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围绕
规则不断练习，逐步提高。

变换情境，建立规则的等级

那么如何运用规则的质量标准不同情境中
进行自评和他评呢？最后环节，教师再次创设情
境：近期，有一个参观团来访，学校要招聘小记
者、小导游和志愿者，如果你来参加，会如何介
绍自己？共分三步落实：第一步，选择适合岗位，
明确介绍内容，完成思维导图；第二步，组内模
拟，一人做应聘者，另外三人为评委，并根据规
则的质量标准给应聘者评级；第三步，全班展
示，进行自评、他评。

班内展示除了评判交际内容，还有对仪态、

表达的要求。为了检测学习情况，学生先自评。
有一个学生反思道：“要成为小导游，要告诉对
方自己擅长表达、熟悉学校，我的内容符合交际
目的，但我太紧张了，讲话断断续续，显得不够
自信，评委可能会觉得我说大话。”通过自评发
现在口语交际中，仪态和表达也是一种特殊的
传递信息的语言。再通过他评，得到新的建议并
尝试改善。就这样，学生在一次次评价与反思
中，将显性的规则内化成自己的语言意识，作用
于口头表达中。

融入情境，应用规则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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