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过一条条画廊，墙壁上的画框如一扇
窗，笔尖留下一簇簇的痕迹，与一片片明亮
的留白，似乎可以将你立刻吸入那个光影的
世界。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爸爸也支持、鼓励我
学画。 从儿童画到素描、水粉、色彩等，我都十
分乐意学，只要一拿起画笔，我的心里就美滋
滋的。

水彩画的色彩深深地吸引了我，最初作
画时，我都是将线快速勾好，把一片颜料一
股脑地框在上面……我的成品画总是非常
饱满———有点胀痛的饱满。 老师经常说画画
要留白， 可我总爱把一整张画纸填得满满
的，一点缝隙也不留。 学期结束时，老师说这
是我的硬伤。

开始学素描时， 看着老师给的参照作品，
每一个角落都是那么的真实，我就暗暗下定决
心，要将自己的画变成另一张优秀作品。 我从
画面的一角开始，将每一根线条一点一点地刻
在了画面上———我对这种简单的按图索骥还
是挺满意的。

但过了一会儿，当我开始画阴影时，那一
个个通过拼凑而来的静物早已面目全非，我变
得焦急，橡皮擦在纸上跳起了芭蕾，橡皮屑在
它的周围飞舞，如同爆竹燃尽后的碎片，充斥
着每一个角落，留下一道道刺眼的白痕。

“刺啦”，清脆的撕裂声传入我的耳朵，如
同一柄大锤重重地击在了我的心中。它被擦裂
了。 咸菜般的纸片似乎在向我哭泣，作品上的
每一根线条似乎都在对我嘲笑， 一个多小时，

九厘米的铅笔，1/3 的橡皮， 换来的却是一片
狼藉。

老师没有责怪我，说道：“没关系，第一次
么。 素描不是照片，她清新典雅，懂得取舍，具

有美感，而照片却什么都要，没有一个主次，不
会放弃，只会按图索骥，所以在咔嚓的一瞬间，
不能使人感到快乐。”老师笔舞龙蛇，在一张纯
洁的纸上定下大概的位置， 勾勒出了大致形
状，很自然、清楚、干净、美。

铅笔挥舞， 井然有序的线条跃然纸上，阴
影以外还是那一片纯洁的白。伴随着一幅幅画
的成型，“素描不是照片，他最大的艺术就在于
笔尖上的取舍。 ”这句话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
我的心上。

上山采石，漂亮的石头虽有，只选最精美
的一块就够了；执笔作画，美丽的景物虽有，只
留下最深刻的一笔足矣。

学会取舍， 正如画面上那一片纯洁的白，
充满艺术的美感，世界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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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尖 上 的 取 舍
长沙市南雅中学 C1605班 朱嘉辉

摘要： 说话能力是语文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现代社会对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越来
越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主要依靠的
是口语表达。 社会上很多用人单位在公开招
聘时都提出了“语言表达能力强”等要求。 中
职学生毕业后择业， 首先要过的就是面试这
一关，在面试过程中，口语表达能力是企业选
择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为此，中职语文教师
必须充分认识说话教学的意义， 重视中职学
生说话能力的培养，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说
话能力，把说话训练当做一个重点来抓，使之
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在教学实践
中，要探索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让每一位学生
都乐于说话，善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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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中职语文教师， 想上好一堂语
文课， 让学生有兴趣听课， 是必须花大力气
的。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大部分中职
学生书面表达能力较弱， 但口语表达却很不
错；在课堂上听课极不认真，但对于说却很感
兴趣。 因此，我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和中职语
文教材的特点，把语文课由教师的一言堂，一
味要求学生“听”变为由学生“说”，效果还不
错。 学生的说话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得到了极
大提高。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学生兴趣，让学
生肯说，会说呢？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说”
的欲望

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使学生积极配合教师，
在良好的气氛下接受和掌握语文知识和能力。
反之，如果师生关系不融洽，学生就会产生反
感情绪，不能踊跃参与教学。因此，建立民主和
谐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教师首先要树立自身形象，让学生尊重你、
信任你。 这就需要教师拥有渊博的知识、奉献
的精神以及生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这样学生
才会被你吸引，才会跟你对话。 其次教师应赏
识学生，要用正确的心态平等对待学生的个体
差异，不能用成绩的好坏来给予衡量。 在教学
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学生，对他们表现出一种
信任和赏识。 教师在课堂上要少一些批评，多
一些奖励，以此给学生一种暗示，表示自己相
信他能“说”，并且能说“好”。

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处于主体
地位

在当前的中职语文教学中， 大部分教师
认为中职学生基础知识差， 在课堂上不能回

答课前预设的问题，所以，教师在讲台上一讲
到底，学生在下面被动地听。 这种“填鸭式”的
教学方法不但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还会
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学习语文的兴趣更无
从谈起。 所以教师应该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
给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空间， 让全体学生都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观念，在课堂上要淡化
教师的表演欲，强化学生的表现欲。 要想方设
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
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和学习的主人， 自觉地张
开嘴巴“说”出属于自己的“台词”。 比如，在自
读课文的教学中，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设置难易程度适当的问题，让学生自主
讨论、积极探索、合作交流、共同解决，最后教
师再适当点拨。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
学生多说话、多活动，在参与过程中掌握阅读
的方法，启发学生的思维，扩展学生的能力，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方法，诱发学生“说”的兴趣
要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中职语文

教师必须要优化教学方法， 利用更灵活的教
学方法增加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由
教师枯燥地“教”，变为学生有兴趣地“说”，下
面几种方法值得采用。

（一）讨论教学法
讨论教学法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应用

范围十分广泛。其应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教学
过程的把握和课堂宽松气氛的营造，为学生的

“说”营造出一个善意的，轻松的整体环境。 如
果一名学生在“说”时，其他同学在一旁冷笑，
窃窃私语、哗然而哄，那么，这样的课堂是没有
学生愿意“说”的。 所以，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合
作，处理好学生之间的关系，形成民主、平等的
氛围。教师可采用讨论交流的形式来营造一个
轻松的“说”的氛围。可以改变传统单调的座位
模式，采用自由选择谈话对象，自由组成讨论
小组。例如，我在教《鸿门宴》一文时，我让学生
自由选择谈话对象，自由组成讨论小组的方式
来讨论项羽、刘邦的性格特点。学生各抒己见，
课堂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我对学生的讨论成
果进行总结，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二）愉快教学法
对于一些有情节的文章， 教师可以创设

情境让学生参与表演， 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
让学生体味学习的快乐。 这种方法在小说、戏
剧教学中十分有效。 例如我在教《雷雨》时，让
学生课下排练，课堂演出。 这种方法能极大地
激发学生说话的欲望， 同时也能让学生对人

物的性格和课文的内容有深刻的了解。
中职语文教材中的口语交际部分和语文

综合实践部分， 也可通过设计各种场景与情
境， 让学生扮演各种角色， 切身体会各种角
色，从而积极思维，热烈发言。 比如，在教“应
聘”的常识时，我把课堂变成人才交流市场，
学生分组活动，有人模拟招聘方，有人模拟应
聘方，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招聘、应聘活动氛围
中， 锻炼了胆量与口才， 又掌握了应聘的技
巧，培养了应聘能力。

（三）设问激趣法
设置巧妙的疑问，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独立思考，展开
讨论，从而解决疑难问题。 如在分析《鸿门宴》
的情节时，我设计了下几个问题：

1．项伯为什么会傻到为敌人通风报信，
置自己的侄子于不顾？

2．范增“素好奇计”，为什么范增的“奇
计”都不被项羽所用？

3．项羽为什么会放走刘邦，以至于弄得
自己最后一败涂地，无可挽回？

4．如果没有项伯夜访，没有鸿门之宴，
情势会如何发展？

这些问题都是学生很感兴趣的问题，大
家能积极思考，热烈讨论，踊跃发言，不仅深
刻地理解了课文，更锻炼了自己“说”的能力。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调动学生
“说”的积极性

学生上课时之所以不愿意多说话， 一是
怕说错，让人笑话或挨批评；二是没话说或对
话题不感兴趣。 针对这些情况，教师要鼓励学
生多说， 更重要的是善于创设学生感兴趣的
语境，造成多说的氛围。 教师可指导学生开展
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如辩论赛、课前三分钟
即兴演讲、诵读经典、故事表演、成语解说、趣
事播报、美文推荐等，这些活动都能激发学生
说话的积极性，让学生有话可说。 还可结合专
业特点，通过模拟导游、商务谈判、商品营销
等活动，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积极开展
活动， 让中职语文课堂成为学生提升口语表
达能力的最佳环境。

五、教会学生“说”的技巧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口语交际能

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倾听、
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使学生具有和谐地进行
人际交流的素养。 ”

（一）学会倾听
听和说作为语文能力的两个方面， 相互

关联，相互依存，想要“说”得好，先要学会

“听”。倾听是口语交际的第一步。只有善于聆
听，才能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意图，洞察对方的
心理，恰到好处地应对，促成有效地交流。 在
教学中，除了要向学生交代必要的“听什么”

“为什么听”之外，更要教会学生“怎样听”，听
话要听完整，听明白，听深入。 听完整，即要耐
心地听， 把说话者表达的内容从头至尾地听
完，没有遗漏，不断章取义；听明白，就是要仔
细地听，集中注意力，听清说话者的语音、语
调、语气等；听深入，既要对得到的信息作出
积极主动的心理反应， 又要善于发掘话语的
隐含信息。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仅仅满足

“听清楚”还不够，还要做到善于“听”，善于捕
捉说话者话语中的关键信息， 善于观察说话
者说话时的肢体语言， 善于揣摩说话者说话
时的语气语调， 善于结合说话时前后的语言
环境。 听的人要尊重对方，专心地听出内容要
点，理解对方所说的意思。

（二）学会表达
有的学生在交际时， 常结结巴巴或词不

达意，语病百出；有的无话可说或人云亦云；
有的害羞拘束或猥琐扭捏等， 这都需要教师
适当点拨指导。 要求学生说话做到简明、连
贯、得体。 说话时，要用较少的文字，把主要的
意思说出来，不重复，不■嗦，表达清楚，语意
明确。 说话还要连贯，能够调整语句之间的顺
序，注意前后照应和衔接。说话前，要考虑说话
的中心，考虑说话怎样开头，怎样结尾，中间怎
么展开，做到胸有全局。说话时要言之有序，整
个说话的过程要针对听者的接受心理，按轻重
缓急安排先后，处理好详略。同时，说话无论长
短，叙述的角度要一致，只有保持叙述角度一
致，语句之间才能连贯。说话要得体，一要看对
象，同一个意思的话，由于对象的性别、年龄、
民族、文化程度等不同，说话就有所区别。 例
如，祝贺生日，对儿童，可祝他长命百岁；对青
年人，可祝他永远年轻；对老年人，可祝他永远
健康。二要看场合说话。俗话说“到什么山头唱
什么歌”， 就是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
话。学会了倾听，学会了表达，掌握了听话的技
巧，就会说得好，说得巧。

综上所述，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优化教学方法，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教会学生“说”的技巧，可
以有效培养中职学生“说”的兴趣，进而提高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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