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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施說話教學 

李碧霞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思想，表達情意的工具。人類自

呱呱墜地以後，就步入學習語言的階段，由識聲辨物進而呀

呀學語，由學說而會說。每個人每天都在說話，也都能張口

說話，但能否達到「對答如流，應付自如」的境界，則每一

個人的結果不盡相同。不過如果在受教育的階段得到良好的

「說話教學」和「聽與說」的適當指導，至少每個人都能「真

的聽懂」和「會說恰當的話」。因此在學習過程中如何指導兒

童「聽懂」和「會說」，可以說是孩子語言學習成功與否的重

要關鍵。 

一、「聽」的訓練 

(一)先聽後說 

說話教學不能違背自然發展的原則，要先訓練聽，聽清

楚和明白聽到什麼以後，再學習說，才能記住和運用。所以

要先聽，是要聽清楚每一個字音，學說的時候才能減少錯誤，

因此，教學的時候，務必要學生做到「聽的時候不說」。平日

更應指導孩子「會聽話」，別人說話時，要凝神靜聽，不打斷

對方說話，如果父母或師長經常給予機會教育，則孩子自能

養成「聽話」的習慣。 

(二)確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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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所使用的教材，先要確定目的，決定在本次教材

中要兒童聽懂什麼？學說什麼？會說什麼？新的教材，在數

量上要適度，不能貪多，也不能過少，以中等兒童的能力為

基準，且所編選的說話教材，應是兒童日常生活應用的範圍

以內，兒童才容易學習。 

(三)維持興趣 

敘述要生動，表情動人，情感豐富。如過去一些民間說

書的藝人，演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比手劃腳，言語忽快

忽慢，語調有高有低，刀來槍往，痛快時令你隨著他哈哈大

笑，悲傷時又叫你不禁落淚，聽書的人真達到神往的境界。

這就是說話教學的最高藝術，使人不討厭「聽」。另方面，教

師說話的語句，應該盡量使用兒童已經聽懂的熟語詞，再把

部分新的語詞溶入其中，以求兒童容易了解，才能持續保持

學習興趣。 

(四)增強信心 

跟兒童說話的時候，讓每一個兒童都在你的視線之下，

也就是目光要掃視全場，這樣可以使得兒童有教師在對自已

說話的感覺，因而更想注意聽老師說的話，增強學習的信心。 

(五)熟練運思 

教師講述的時候，不論說什麼，除非要兒童照樣學說的

以外；要時常讓兒童有思考的機會；或者語氣停頓在高潮、

曲折之處，經幾秒鐘後再繼續下去；或者改用疑問的口吻等，

兒童就不僅只限於聽，而是聽的過程中，還要思想答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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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對別人的話語做適切的反應。這樣指導兒童一邊聽，一

邊思考，也就能把說與想的結合做更進一步的加強訓練。 

二、「說」的指導 

(一)完全自由 

兒童學習說話是自由聽來的，應該放任他們自由說，使

兒童敢說，然後才能訓練怎樣說得恰當。因此說話訓練的第

一步工作，就是要絕對完全自由的讓兒童說，孩子敢說才容

易學習如何說得好，若時常閉口不言的要他開口說話，就很

困難了。 

(二)所答所問 

教師必須先確定本次教學的目的與教材，要兒童說出哪

些話語，然後再根據兒童的答話來設計問話，如此才不致答

非所問，偏離主題。 

(三)說一句話 

學習說話要學習說得清楚，讓人聽得明白。所以從說話

教學開始，就要教兒童說完全的句子。例如：教師問「今天

的天氣怎麼樣？」應該答說：「今天的天氣很好。」不能只說：

「很好。」幼兒學習語言的階段，常不能使用完整的句子，

但是成人與他談話，不管幼兒懂不懂，都應該要使用完整的

句子與之交談，千萬不要使用幼兒的語言跟他說話，這樣容

易造成幼兒學習語言的障礙。 

(四)把握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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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教學唯一與其他科目不同的地方，就是任何時間地

點都有說話的行為存在，因此說話教學可以不受時間的限

制。凡是發現可以利用的材料，隨時記錄下來；遇到可以指

導兒童練習說話的機會，即時利用。 

(五)機會均等 

教學的對象是全體學生，不是一兩個孩子，因此教學的

計畫與實施，必須兼顧每一個學生。務使每一兒童聽得見，

聽得清楚；看得見，看得明白；還要使全班有普遍練習的機

會。分組是最恰當的方式，將全體兒童分成若干組，每組人

數不超過十人，每組中每一個人在小組中都有充分活動的機

會。 

(六)善用教具 

要讓說話教學生動起來，就要多方利用教具，並且教具

出現的時間，運用的方法和表現的方式，都要設想妥當，以

求每一句話皆能表達得恰到好處，無形中養成言之有序，言

之有物的能力。 

(七)方式多變 

說話教學的過程中，「練習」是不可缺少的。練習的方式

不能限於教師說，兒童聽和學說，應該多方面變化，使兒童

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之中練習。練習安排的時間也應注意，非

萬不得已，以不打斷兒童學習的情緒為原則。例如：講故事

的時候，如每逢遇到新詞難句就停止講述而進行解釋，用意

固然很好，但是在效果上，因為整個故事被中途的解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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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得支離破碎，使兒童的興趣被沖淡，同時對所學習的新

詞難句也易引起強烈的反感，乃至削弱了教學的效果。最好

教材中的新詞難句適度，這些詞句的解釋可以利用上下文，

或者用前解釋，讓它能溶合在故事中，這樣的解釋方式，既

可達到解釋的目的，又不影響學習的興趣。 

每一種教學方法或練習方式，避免連續使用三次以上，

以免兒童對之厭煩，影響學習效果。 

以上乃就一般說話教學中「聽」與「說」的指導要領與

實際教學情形，提出粗淺的看法。說話教學的方式很多，大

約可分成十種形式：即演進語料、會話、故事講述、朗誦、

報告、演說、辯論、戲劇、討論及遊戲。現將各種方式及指

導要領，簡要列表如後： 

類 別 方    式 指        導        要        領 

1.由單詞 
到完整
語句 

演進 
語料 

2.由單句 
到一段
故事 

1.要用的語彙事前設計、準備好。 
2.準備教學用的圖片、實物。 
3.示範、模仿、練習。 

1.形式會 
話 

按會話的形式訓練。先陳述後發問。發問的流程
依序為是非問（普通問）、選擇問、特殊問，而
這流程不可更換，也不可遺漏。 

2.自由會 
話 

不拘形式，不拘材料，不拘流程，視當時狀況做
有情境的交談練習。如談談「怎樣保護野生動
物」……「維護環境」等。 

會 話 

3.特殊會 
話 

特殊場合的會話練習。如拜訪、探病、打電話等，
都須事先設計情景和用語。 

朗 誦 1.散文朗 
讀 

是一種閱讀的方法，透過聲音的表達，使聽的人
容易了解內容。拿到文稿以後先要辨別文稿的旨
趣，然後再依文稿的旨趣，重新編誦，確定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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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要表現的都標註清楚之後再儘情表達。 

2.詩歌朗 
誦 

因投入「情感」的成分十分濃郁，所以對詩文處
理的工夫尤其重要。不同性質風格的題材，所選
用的表達方式也不同。 

1.讀書報 
告 

它有一定的項目，如作者、出版書局、出版日期、
大意、主旨、心得或感想。只要按項目逐項報告
即可。是一種資料的整理、經驗的發表。最重要
的是把這本書的主要意思交代明白，並說出自已
對這本書的感想及給你的啟示。 

2.生活報 
告 

透過自已的感覺，將親身所經歷的所見所聞統整
後做有條理、重點式的報告。如我的意見……我
最想念的人……。說的時候，內容中的人稱、時
間、空間要交代清楚。 

報 告 

3.新聞報 
告 

就某一熱門事件提出報告。如台北的捷運系
統……海沙屋……。報告的重點用「六 w」法來
說明。Where、who、when、what、how、why。

1.仿講故 
事 

先由教師範說故事，揭示引導詞，有動作的地方
加以表演，並提示問題，加深兒童對故事的理
解，再讓兒童跟著仿說。 

故 事 

2.看圖說 
故事 

不論是單幅圖或連環圖，在指導過程中，首要啟
發兒童的思路，使其在想像之後做生動的敘述。

3.接說故
事 

這是訓練兒童發揮自已的想像，運用自已原有的
詞彙來接說故事。但是要注意兒童接說的內容前
後是否銜接，是否有條理、有意義。 

 

4.自述故
事 

利用課文單元或自編。故事中人物的「對話」應
盡量「摹仿」說出。故事說得生動有趣，引起共
鳴，是靠「聲音」、「動作」、「表情」一起表現的。

1.命題演
說 

有固定範圍，事先擬好稿子，講稿內容要適合自
己的年齡、身份……。用語言配合著動作表情有
系統、有條理的向聽眾發表出來，字音要準、語
氣語調要悅耳。 

2.自由演
說 

與命題演說的發表情況相同，只是沒有限制題
目，不過通常會有一個範圍。 

演 說 

3.即席演
說 

沒有固定題目，固定範圍的，從抽題到上台短短
的三十分鐘準備，所以除了一般的演說基本能力
外，還要有臨場的機智。一般採用三段講法，先
說明題意，再說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最後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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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結尾。 
※不論哪一類的演說，都要掌握時間，不可頭太
長，尾太短。如四分鐘的演說，開頭一分鐘，主
要內容兩分鐘，結尾一分鐘。 

1.自由辯
論 

自由發表正反意見，發言時把握自已的立場，做
簡而有力的說明，先駁對方的發言，再申明自已
的理由。通常一組有三~五人。主辯一人，助辯
一~三人，結辯一人。 

2.奧瑞岡
式 
辯論 

由已知的申論中，進一步學習如何質詢及答辯。
從生活中發現兩可或兩難的問題，作為辯論的主
題，訓練以理服人的辯才。 

辯 論 

3.國會式
辯 
論 

除結論外，每一與賽者最少必須提出申論及諮詢
各一次。 
申論－諮詢－答辯－結論 

1.廣播劇 利用課文改編或自編。以「對話」方式寫出。說
話語氣配合人物的身份和個性。 

戲 劇 

2.話劇 要有劇本。除了演員外，要有舞台，在布景、燈
光和效果的配合下，運用動作、表情、對話為觀
眾表演故事。 

1.相聲 老師提供段子，讓學生有學習的範本。老師先以
範本指導小朋友的語音、表情，再讓小朋友實際
上台表演。 

2.雙簧 內容自編。兩人合作，幕後人的獨白、手勢與幕
前人的情形、表情搭配得天衣無縫。 

3.繞口令 事前要搜集繞口令資料，透過有計畫的教學方
式，讓學生練習。 

說話 
遊戲 

4.數來寶 無腔無調，可即興創作，靠著打竹板的伴奏技
巧，運用輕重緩急助長表情和語句，即可達到生
動活潑的效果。 
※以上四種有趣的說話遊戲教學，可訓練學生膽
識，進而培養其不畏上台說話的勇氣。 

討論 腦力激盪
法 

提供自由、安全、和諧、無拘無束的情境與氣氛。
突破以往單向的教學方式，鼓勵表達及容忍不同
的意見，以建立開口發表的信心。 

本文所介紹的只是啟其端而已，願所有教育工作同仁共

同努力，以使兒童在校期間能夠獲得良好的說話指導，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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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適當的話，能聽懂別人的話，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

社會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