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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学生语言学习和实践活动应包括学习语言知识
和发展语言技能的过程，使学生在语言实践活
动中，通过接触、理解、操练、运用语言等环
节，逐步实现语言知识的内化；应有助于学生
学会用英语做事情，特别是用英语获取、处理
和传递信息，表达简单的个人观点和感受，从
而提升实际语言运用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设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各种语言实践活动。
要注意听、说、读、看、写等过程中微技能的
培养。如口头表达中发起交谈、维持交际、转
移话题、重复、举例、解释等技能。



张琳、金艳（2016）提出基于交互构念理念构建口语互动
能力概念描述框架的初步设想，将口语交际策略分为口语
表达策略和口语交互策略。其中表达策略包括成就、回避、
拖延等为解决个人表达困难采用的策略，交互策略包含合
作、话轮转换和解决交互问题等与他人交互过程中采用的
策略。

口语互动能力



02 教学背景分析



1. 通过优诊学平台测试发现的学生问题



通过平台提供的回放功能

逐一回听学生在互动能力

测试中的表现，发现学生

在互动交流中暴露出的提

问意识不强和提问表达能

力弱等问题。

平时的口语教学中，教师

经常引导学生进行对话朗

读训练，并没有关注学生

口语中互动能力，尤其是

提问能力的培养。

回听录音： 反思教学聚焦问题：



2. 学生的基本能力分析

▪ 七年级学生，大部

分学生对英语学习

有兴趣，基础比较

扎实，乐于表达。

▪ 本节课学习内容为

八年级上册内容。

▪ 学习过一般过去时、祈使

句和表达建议的句型。

▪ 前一模块中，学习了过去

进行时在讲故事的语境中，

表示过去某个时刻或者某

一时段正在进行或持续的

动作。

▪ 比较关注听中获取和整合信息，并

根据笔记口头转述。

▪ 绝大部分学生能流利朗读对话短文。

▪ 能在单轮对话中回答问题，但进行

多轮次问答的能力有待加强，尤其是

提问能力偏弱。

自然情况： 语言知识： 语言技能：



3. 教学内容分析

听说课

“人与自然”

本课的内容有两段对话，
谈论事故发生的经过以
及在路上需要注意的安
全事项，突出安全常识
与自我保护的主题。

“灾害防范”



What

警察询问司机事故发生经过。

警察嘱咐司机行车时不要使
用手机。

对话1：

3. 教学内容分析



Why

引导学生们要在路上注意交通
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3. 教学内容分析
对话1：



对话1：

How

询问事故发生经过

询问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3. 教学内容分析



What

事故发生的过程

在路上骑车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3. 教学内容分析
对话2：



Why

引导学生们要在路上注意交通
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3. 教学内容分析
对话2：



对话2：
How

描述目睹的事故主要使用了
一般过去时和过去进行时

讨论在路上骑车要注意的安
全事项主要使用祈使句的肯
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3. 教学内容分析



4. 语篇对于学生口语能力提升的价值

适合学生
学习和练
习口语提
问能力

（警察询问司机事故发生的情况）



发起交谈

维持交际

转移话题

维持交际

有助
于学
生体
会和
练习
口语
互动
能力

4. 语篇对于学生口语能力提升的价值



实际教学中调整对话使用顺序

对交通事故了
解有限，没学
习过用过去进
行时描述事故
发生的过程及
情况。

获取和梳理
事故发生的
过程、原因
等信息，并
内化语言和
信息。

在警察询问司机
事故发生情况的
情境中，引导学
生自然地关注到
口语中的提问和
互动。

4. 语篇对于学生口语能力提升的价值



03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够：

1. 获取、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事故发生的原因的信息以及在路上

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2. 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3. 分析和讨论在路上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以及遵守交通规则的意义。



04 教学过程



遵守交通规则

的意义



• Step 1：导入。学生看图解释Accidents的词义，并简单
描述图中事故，猜测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教学目标1：获取、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事故发生的

原因的信息以及在路上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 Step 2：听力活动—听对话概括主要内容。

教学目标1：获取、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事故发生的

原因的信息以及在路上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 Step 2：听力活动—听对话记录并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
的信息以及在路上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教学目标1：获取、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事故发生的

原因的信息以及在路上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 Step 3：听录音跟读

教学目标1：获取、梳理事故发生的过程、事故发生的

原因的信息以及在路上骑车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建议。



• Step 4：听对话并记录警察询问司机的问题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 Step 4-1：预测警察询问司机的问题。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学生课上预测警察询问的问题：（板书）
What’s your name?

Were you driving fast?

Did you hit the boy?

What were you doing while you were 

driving?

Did you stop while the lights were 

changing to red?

…



• Step 4-2：听对话并判断预测的问题是否和警察实际询问
司机的问题相符。相符或者相类似的请打勾。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学生学案



• Step 4-3：听对话并记录警察询问的问题。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学生学案



• Step 4-4：按话轮听对话，并补全警察询问司机的问题。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学生学案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 Step 4-5：对比警察询问的问题和学生预测的问题，圈出学生自己预测到而
警察未提问司机的问题，并讨论评判这些问题的意义。



• Step 5：表演警察和司机的对话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 Step 5：表演警察和司机的对话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E:/基于诊断测评说课/四月研讨会/四月素材/0319说课-课堂实录片段1.mp4
E:/基于诊断测评说课/四月研讨会/四月素材/0319说课-课堂实录片段1.mp4


• Step 5：表演警察和司机的对话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 Step 6：自编对话进行表演

教学目标2：根据情境，询问和描述事故发生时的状况。

E:/基于诊断测评说课/四月研讨会/四月素材/0319说课-课堂实录片段2.mp4
E:/基于诊断测评说课/四月研讨会/四月素材/0319说课-课堂实录片段2.mp4


• Step 7：讨论分析

教学目标3：分析和讨论在路上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以

及遵守交通规则的意义。



05 教学特色及反思



特色1. 以诊断测评结果为依据，精准聚焦问题。

诊断报告：“口语的互动能力和描述能力有待提高”

学生学习薄弱点：

缺乏提问意识
提问时不能正确使用问句的基
本结构
提问时没有正确运用时态

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关注学生口语中互动能
力，尤其是提问能力的培养

改进教学设计，创设真实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口语互动
练习，培养学生口语互动能力和迁移创新能力



特色2.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创造性使用语言。

通过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培养学生用英语做事情的能力，既促进了学生口

语互动能力的培养，也促进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的发展。



反思：

1. 充分利用朗读文本，提升学生口语互动能力。

* 结合交通安全话题，从语用视角引导学生进行口语互动练习。

* 在学生朗读中引导学生通过模仿内化的方式，注意利用语音语调等

的变化，体现口语交流中的互动和交际。



反思：

2. 注重口语输出活动的真实性，促进学生口语能力提升。

* 利用活动卡片，创造信息差，提升互动性。

* 口语表演中，注意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肢体语言、表情等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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