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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英语口语教学要过好三关
265499　山东省招远市金晖学校　曹振芹

在英语教学战线上工作了这么久，口语教学一直是难中之难，我们怕出

现“哑巴英语”现象，经过学习研究，我觉得英语教学主要应该过好三关：

发音关：

发音的正确清晰，是口语的第一关。生活在中文环境里的人，要准确掌

握一门外语的发音，需要经过一个刻意追求的过程。学发音要有一个阶段狠劲

地注意口形和部位。不妨“勉强”一些，“夸大”一些，像京剧道白那样“过

分”地咬准。正确的发音习惯之后，会逐渐变得自然。我们听外国人说中国话，

只会对他们的发音准确而惊叹，而不会对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省力而认为不好。

没有经过刻意准确的阶段就追求“自然”，这样发出的音只是一种不三不四，

大体上有点像，却谈不上正确的声音。

句型关：

句型是在自己脑海中建立外语语境的重要一环。掌握句型的要求是不但

在大脑“贮存”足够的句型，而且要在使用时灵活“调取”。英语中有许多与

特定场景、气氛等相应的特定句型。用这些句型可以表达建议、请求、命令、

安慰、指责、兴奋、愤怒等不同要求和情感。这类句型一般都很短，大都是

简单句，却能表达出各种情形下的各种说法。要做到口语流利，就必须熟悉

并掌握各种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句型，形成对特定场景作出快速的语言反应能

力。掌握句型的方法是背诵和即席发言。学习外语的人一定要背诵好文章、

好句子，一条好句子可以创造出许多好句子。背诵五十条句子，你的口语会

好起来；再背五十条句子，你的口语会上一个台阶；如果再继续背诵五十条

句子，你的口语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不是要求学生细微地捉摸、详尽地分

析每一课每一句，而是要求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其实并不是完全背诵，

常常背到了一定的课数就在脑海中形成了外语的语境，建立了语感。熟读是

说的前题，只要读得通畅，才会说得流利。古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

词汇关：

提高口语能力的第三关是“词汇”。词汇量是解决表达“好不好”的关键。

在掌握句型的基础上扩大词汇才有意义。在扩大词汇方面，需要记一些常用词、

急用词。按使用频率、使用范围，大约 5000 左右的词汇就足以进行日常口语

交流了。口语体不同于书面体，口语体中所常用的词汇，大都拼写简单，发音

流畅，多是小词、简单词、常用词。有一些“万能词”，像 go，make，do 等，

这些词在口语中的用法非常活跃，表达生动活泼，简明扼要，内涵异常丰富。

掌握十来个这类词，就能套用各种句型，轻松自如地进行口语交流了。因此，

教师要尽量用一些小词、短句和教过的英语教英语、解释难句和课文意思。学

生用学过的英语学英语，听得清楚，理解得准确，这样学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

力必将有所提高。

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除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许多颇见成效的方法。

例如：组织课外英语演讲会、英语歌曲比赛、英语故事会、英语角、英语诗歌

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这些活动大大刺激了学生的求知欲，提高了学生学

习英语的兴趣，拓展了英语视野。

曾经那条欢快的小河
慈溪市志办　杨克文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和老公回他家乡省亲。之前就听他多次描述过，

他老家很美。一条小河从老屋后门流过，左右邻居与老屋相连，与河平行蜿蜒

前行至远方。河的那边是一条麻石小街，很窄很长，街边商铺一间连一间，人

来人往好不繁忙，典型的江南水乡。从小在内地城市长大的我，想象不出是怎

样一种景致？老公脱口而出：你看过电影“林家铺子”吗？就是那样的。哦，

我心里便有了初步印象，那个叫做水湘的、是我的婆家，是一个人勤劳、水丰

富的沿海村庄。

从余姚下火车、乘面包车到樟树，很快要到家了，结果没有车前往了。

正在沮丧着，又下起了小雨，一辆没有篷布的“三卡”招呼我们上车，一下子

上去十几个人，我们也挤在中间。管他呢，归心似箭啊！这一路上下颠簸、泥

水飞溅，那时的樟新路实在不敢恭维，就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的泥石路。

回家的心情由此变得很糟糕。到家了，丑媳妇见过了公婆，一桌热气腾腾的晚

饭也正等着我们，有刚烫好的老酒、有我未见过的枪蟹、蛏子、海虾、蛤蜊，

还有我曾吃过一次便未再吃过的海蜇，公婆的诚朴、弟妹的笑脸，忽然让我暖

意盈盈。有点累，没顾上瞧风景便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老屋后门，果然一条欢快流淌的小河呈

现眼前，一座古朴石桥跃然河上。走下石阶，把手浸在河水里，看着两岸汏洗

忙碌的身影，甚至看见河边有涮洗马桶的，河水并不清澈，大概认为流水不脏

罢。此时街上店铺大都开门营业，赶早讨生活的人们匆匆行过，不少骑自行车

的穿梭超越，清脆车铃声不绝于耳，我感觉有几辆自行车就要翻到河中，我空

捏了几把汗。小河顾自向大海流去，新的一天生活又开始了。

不久，我随老公转业到他家乡的城里工作，也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时不时地要回公婆家看望。每次去，我抢着到河边淘米、洗菜、汏衣裳，看鱼

儿慢慢游、虾儿轻轻跳、小男孩戏水，听摇船划水声、船老大叫卖声，然后跳

到船上挑选瓜果、甘蔗，仔细地体味小河生活的乐趣。

随着时间流逝，经济快速发展，那条曾给我快乐、新鲜和美丽遐想的小

河越来越脏了、变臭了，后来竟然不见了。老屋的后门变成前门，小街与小河

连成一体成为一条宽阔的水泥马路。曾经枕河而居的人家纷纷盖起漂亮楼房，

开商店、开工厂，村里的人富裕起来了，水湘村向城镇化发展，就连刚来时惹

我心情低落的樟新路，也变成现代化生态型的柏油公路。遗憾的是，江南水乡

的模样渐渐淡去了。现在公婆家用上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用水质量大幅提升，

但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记忆中的美好定格，挥之不去。而我，忘

不了老屋门前的小河，她曾是一条灵动、有生命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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