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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前五分钟演讲”有效实施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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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已经成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逐渐
成熟突飞猛进的阶段，有效的训练、指导尤为关键。演讲可以衡量一个学生的知识水平、理解层次以及口语表达能力等各方
面素质，针对农村小学生胆小、课外阅读漫无目的，学习动力不足等弱点，可以通过课前演说，让人人拥有展示舞台。语文
课堂中的课前五分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正式、公开、自由的锻炼机会，对于“说”的训练无疑从简单聊天进行了升格，让学
生在课前五分钟演讲中，不断学习，加强锻炼，从而达到增强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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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小学语文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一门学科，语文教学中的

听、说、读、写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语文

教学要从口语训练入手，是顺乎自然，事半而功倍。放过口

语训练，孤立地教书面语，是违背自然，事倍而功半，但传

统的语文教学只是重视书面语，忽视口语教学。我们在教学

中常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学生回答问题时或无言以对或语

无伦次，可我们一旦将答案公示与众时，他会迫不及待地说：

“我想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我说不清楚。”这种现象，是学

生的思维“短路”或混乱造成的。如果一味听之任之，这种“说

也说不清楚”的现象会更普遍、更严重。当务之急，教师应

帮助学生提高思维水平，使他们在口语表达时更具逻辑性、

条理性、概括性。本着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等综合能力素质的

宗旨，我们尝试在班级推行课前五分钟演讲。

课前五分钟演讲，是指在教师讲课之前，先抽出五分钟

时间，每天轮流由 �a�位同学登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完整、

清楚地给同学们讲一个内容，内容范围可以不限制，当然要

健康，并有一定的内涵。但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好，

除了班干部之外，班上很少有同学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大部

分同学要么羞羞答答、局促不安地站在讲台上读上一篇文字，

要么语无伦次、声音像蜜蜂嗡嗡般咕哝几句。当然，笔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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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并不会就此灰心丧气，笔者不断鼓励学生，并加以启

发、引导，学生也下定决心，同心协力，决心把此项活动搞好，

于是就有了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学期结束时，我们在

班上作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同学们对此项活动很感兴趣，

而且希望这个活动继续进行下去。作为他们的语文老师，感

到很欣慰，更想把此项活动推广开来，以下是我们自研究以

来的一些收获与心得体会 >��。

2�开展课前演说的必要性

受当地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及家庭教育等限制，农村

小学生身上体现出明显差别于城镇小学生的不足之处，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学生胆小，不敢回答问题

闭塞的环境及家庭教育的不到位，使农村小学生在课堂

上表现出胆小，不敢回答问题，或者是回答问题时声音不洪亮，

表达不流利等，有些同学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敢站起来回答问

题，当老师点到他时，却把头深深埋到桌底。丰富的教学活

动在胆小害羞的学生群体中难以顺利开展、推进。

2.2�课外阅读漫无目的

与城镇小学生相比，农村小学生的课外阅读资源明显不

足，而且他们的阅读往往是目的性不强，不知道哪些知识对

自己有用，部分同学课外阅读常常囫囵吞枣，没有注重学以

致用。

2.3�班级学习气氛活力不够

农村小学生课后学习一般局限于课内内容，范围窄、内

容单调，导致学习气氛不浓厚，学生对知识和问题的探究、

拓展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

3�课前五分钟演讲的开展与措施

针对农村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尝试一些方法开展课前演说活动。

3.1�重点培养骨干，树立演说“领头羊”

要顺利开展好一项活动，“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打亮。

为此，我们从班里遴选出几位胆大，表达能力较好的同学作

为骨干重点培养，课后对这几位骨干进行专门培训，让这些

骨干理解演说的格式、内容及礼仪要求，对于几位骨干写好

的演说稿可进行适当指点、修改，保证课前演说一鸣惊人，

为其他同学树立好榜样。

3.2�以点带面，营造争相演说氛围

骨干学生做好榜样后，接下来能否带动部分同学加入、

参与，成为课前演说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为此，我们让几

位骨干成立演说小组，让每个小组长吸收各自的好朋友加入，

并引导几个小组相互竞争，营造争相演说氛围，促进课前演

说良性发展。

3.3�分级要求，让人人拥有展示舞台

当班级初步形成一股演说氛围后，必须充分吸收新成员，

最大限度地扩大队伍，由于个人的“底子”不同，因此我们

对不同成员实行分级要求：能力较强的同学，要求要适当提

高些（如脱稿演说）；对于中等的同学，适当降低要求（可

带稿演说）；对于较差的同学，只要他（她）敢站到讲台上

演说，哪怕只是讲一个小故事或者背诵一首诗，也要给予充

分肯定与鼓励，让课前演讲成为每一个人的展示舞台 >��。

4�课前五分钟演讲取得的效果

首先，课前五分钟演讲训练极大程度激活了学生“说”

的兴趣，使他们变“羞于开口”为“我有话要说”。演讲训

练刚开始时，上台的学生大多怯生生的，低着头，脸涨得通红、

声音又细又小。这时，我们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当年苏秦以

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列国、诸葛亮舌战群儒联吴抗曹以致天下

鼎足三分、周恩来说服张杨二将军而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

当今社会人才辈出，只有善于说话、勇于展示自我风采的人，

才能在竞争愈趋激烈的社会中立足并站稳，充分展示自己。

这样，年少气盛的学生就有点跃跃欲试了。

“说”的兴趣激活了，我们又不失时机地给他们提出演

讲的要求。

①情感需要控制语速（节奏）、语调（起伏）、音量（高

低），有较强的感情色彩。

②语言方面——说话中心明确，思路清楚，主次详略安

排得当；内容充实，表达得体，用语自然、亲切、幽默、生动，

富有感染力。

③情态方面——表情自然、仪态大方、手势得当，能根

据说话的内容灵活巧妙地运用表情、体态、手势来增强话语

的表现力。

努力的方向明确了，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同学的评价、

教师的指导，慢慢地便有点演讲者的风度了。学生说话的时候，

教师投以信任的目光，我们会在每次演讲后，安排点评环节，

给以学生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同学们演讲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每次都会学生争先恐后地发言，如今这课前五分钟演讲成了

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

其次，课前五分钟演讲还在听、说、读、写间架起桥梁，

将“大语文”融入了“小课堂”。

听：叶圣陶先生曾说：“听就是读，是用耳朵来读。”

上面学生讲，下面同学听，从听中，可以训练学生听音和辨

音的能力；从听中，可以训练学生注意、想象、联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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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从听中可以训练学生快速敏捷的概括、判断、推理

等思维能力。学生听同学的演讲，从中抓要点、长知识、扩

视野，学会了用自己的听觉收集信息，并且养成良好的听话

习惯。同时，从别的同学的演讲中，还可以学到更多的演讲

技巧和形式 >��。

说：学生通过演讲，训练发音吐字，训练语调、语气、

语速、停顿，训练态势语言。使学生可以读准声、韵、调，

同时注意口型，发音器官到位，做到吐字发音准确清晰，换

气自如。提高语言的表达技巧，克服“想说的不敢说，敢说

得却又不能说，能说得却又不会说”的毛病，使学生通过不

同的语气，不同的发音效果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说话时情

动于衷，感情饱满；使学生能恰当地运用面部表情、眼神、

姿态和手势，取得口头表达和表情动作完美和谐的统一；使

学生的语言具有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等特点。

读：学生为了做好演讲，得有提前准备。他们从图书、

报刊、电影、电视、网络以及本地区的自然、人文、社会中

搜集信息和资料。通过阅读大量的健康有益的书籍，对他们

的修养学识有较大的教育价值，能对他们起到净化思想、陶

冶情操、感化心灵、改善情感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教育

作用。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受到熏陶并在情感体验的潜移默

化中促进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从科技

读物中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的情感；从哲理类文章中提高对

事物的认识和思辨力；从社科类媒体中培养学生热爱生活、

热爱自然的情感，了解风俗、人情、自然风光以及世界各地

种种有趣的习俗和许多的风景名胜；从新闻载体中了解中国

与世界的重要政治事件……

写：学生在演讲的准备过程中，都要做好充分准备，把

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归纳、整理，组织好语言，理清思路，并

写成文字，有的还请老师作指导。为了演讲，有好些同学养

成了作摘抄、写随笔、诵美文的好习惯。学生有了大量的语

言储备，又怎么能建造不好语言能力的大厦呢？

再次，课前五分钟演讲提高了同学们观察问题、分析问

题的能力，开阔了眼界，扩大了知识面，丰富了学生们的业

余生活

常言道：“处处留心皆学问。”“悟性就在你的脚下。”

同学们为了能搜集到有意义的题材，在同学们面前露一手，

随时随地就能触发他们的感官，因此在演讲中也不时爆出闪

光点。他们不但善于从平常小事中发现哲理，而且谈风土人情、

谈社会、谈理想、谈志趣、讲故事、说笑话、以及地名、成

语故事的来源等。这不但锻炼了他们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

能力，而且从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另外，也丰

富了一些同学的业余生活，在活动举行以前，有一部分同学

在茶余饭后以及课外活动期间，常常感到百无聊赖，无事可做，

而活动开展以来，他们的视野开阔了，认为有做不完的事在

等着他们，他们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课前五分钟演讲。

最后，课前五分钟演讲培养了同学们的探索精神，激发

了他们辩证思考的兴致，能够由一点生发各种联系。

还记得一位同学读了一篇有关于唐僧师徒取经中三打白

骨精的评论文字，喜爱孙悟空的学生纷纷为勇敢正义、重情

重义抱打不平，斥责师傅的肉眼凡胎、迂腐愚钝，怨愤八戒

憨傻自私、火上浇油，以及沙僧如空气般的“存在感”；却

又有一部分同学纷纷赞同八戒的“识时务”。而笔者先前刚

好了解过一段相关的心理学上的分析，以“超我”诠释了能

力最弱却内心最强大唐僧，以“自我”解释了身具超能力渴

望无拘无束但却最需要规范的悟空，以“本我”分析了追求

满足、信奉快乐却不顾他人的八戒。在我的点拨下学生纷纷

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又谈了新的理解。总之，在笔者的引导下，

学生开始有了就单一问题判断好坏、优劣、对错的逻辑思维

发生了转变，学会了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学会了抛开好恶

去理解判断，学会了广泛联系、理性思考。

4�结语

总之，通过课前演讲，使学生在投入表达和悉心聆听中，

受到思想的净化和情操的陶冶。利用有限的五分钟时间将教

学效果最大化，为演讲者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不但能使课

堂教学形式多样，而且可以通过“读—写—说—感”的有机

结合，深深地激发学生自觉读书的积极性，从而拓宽教学资源，

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使学生在语文实践中真正体味到学

语文的愉悦。

课前五分钟演讲给予学生的不仅是一个说话的机会，更

是一个建立自信心的平台。一节回味无穷的语文课，需要丰

富多彩的五分钟演讲来奏响课堂教学主题曲的前奏。我们期

待课前五分钟演讲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精彩，我们也相信课

堂可以更灵动地演绎，我们正在摸索中前进，以便更好、更

有效地使语文课堂充满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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