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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培养探讨
Discussion on Developing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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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校在培养人才时也

更加注重他们的语言和交际能力。论文从多元化角度探讨了儿童语言与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和内涵，挖掘其中价值，并提

出具体举措，希望为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出一份力。

Absrtact: Nowadays,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language play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schools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when cultivating tal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notation between student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fication, excavates its value, and puts forward concrete 

measure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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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文化传承和流传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人与人之

间沟通的重要桥梁，语言有其独特魅力，历来是人们情绪表

达的窗口。在全球化趋势发展愈演愈烈的重要时代背景之

下，语言能力的提升更是成为迈出国门，实现跨文化、国际

化交际的重要途径。而语言交际能力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

需要深层挖掘，有效沟通大部分矛盾，促进文化的弘扬、经

济的进步。较高的语言与交际能力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环境

下找到归属感，当今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大环境下，

学校更应当在提升儿童文化与道德品质的同时，注重对儿童

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多元化人才在步入社会之后将会

更加游刃有余。

2 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交流与沟通是语言诞生之初的基本功能，语言交际能力

的提升，帮助儿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迅速融入陌生环境、

更好表达自身情绪和想法。语言是交流活动的工具，本质上

是为交流服务的，一旦语言脱离了社交活动的范围，本身的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如今，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英语等

外国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世界对多

语交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作为老师，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

的教学和学习，还要着重提高儿童的语言交流能力。

3 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价值分析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其蕴含的价值远比看到的

多，发掘其中内涵也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

更深层次的认知也能在儿童的日常交际中发挥作用。

3.1 语言组织能力
这主要是指构建连贯话语的能力，必须充分、准确地理

解语言的实际含义和交流功能，弄清句子与句子、句子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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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之间的关系，并理解段落或文本中的句子。中国的学校

儿童需要将所学的内容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形成良好的整体

话语技能，以便逐章逐句理解 [1]。总之，话语能力是一种在

特定的交流环境中表达完整含义的语言，包括结构衔接、语

义一致性和主语顺序句子的逻辑排列，可以实现某些沟通任

务和某些话语。在不同的事件中，即使是同样一句话也可以

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只有结合当时情境，才能充分表达沟通

者的真实意图。

3.2 交际策略能力
中国语言中的“含蓄”特点自古有之，语言学习者必须

掌握一定的社交用语沟通原则，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的言外之

意。交流、理解和欣赏话语的深层含义可以进一步增进不同

社会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体来说，沟通策略技

能以特定的沟通目的、任务和背景为前提，主要使用诸如解

释、更正、强调、重复、夸大、遍历、圆形字段、反驳和推

测之类的策略。在特定背景下，正确的语言表达可以保障交

际的顺利进行。

4 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4.1 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教学目标与内容

考虑到语言学习者的实际要求，例如外交、贸易、教育、

翻译等，可以进行语言培训以获取许多中文资料，熟悉形式、

短语段落以及文本结构。言语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很强的灵

活性，在不同情况下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需要培养儿童

的基本语言技能，例如听、说、读、写、中文发音、词汇、

语法和汉字，让其合理地运用实际规则、话语规则和交流策

略进行交流 [2]。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教育内容的目标和层次

设计，年龄较低的儿童应当在语言的基本功上多加精进，水

平高些的儿童则更应当注重学习沟通技巧和表达技巧，对于

层次更高的儿童，有必要集中精力培养儿童的社交和文化沟

通技巧，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更好融合。

4.2 尊重儿童主导教学方式
在语言交流能力的发展中，需要正确处理“教学”与“学

习”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以儿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促进将语言技能转换为语言交流技能的培养。为了实现“教

学过程中的交流”，儿童可以在各种语言培训中外化自己的

语言知识，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将语言、语言知识的

情感转化为语言技能和口头交流技能。此外，将语言结构与

交际文化相结合，有助于交际文化教育，从交际功能上揭示

语言交际的文化要素，更好地培养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

4.3 科学合理地编写语言教材
在编写语言教科书的过程中，需要合理选择和调整教科

书的内容，以日常生活的普遍情况为出发点，组织语言进行

对话和交流。可以编辑中文的听说读写教科书，进行丰富的、

有层次的练习提高中国学习者的辨别能力、实际分析能力以

及对不同段落和章节的整体理解。选择贴近生活的交流主

题，可以激发儿童“说话”的愿望，培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

力。阅读教科书的选择应注意主题和体裁的多样性，注意对

时事和主题的阅读和理解，酌情增加不同风格的文化内容，

培养儿童写作的表现力和对文本规则的理解能力。

4.4 利用特定的语境提升孩子的语言交际能力
为了更好地培养儿童的语言交流能力，可以创建特定的

语境实现实用主义的联系和融合，使儿童可在特定的语境与

交流对象进行交流。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创建真实和模拟的

两种情境，由儿童根据情景进行探讨，例如，在研讨会或讨

论中发表其思想和观点，培养儿童的语言交流能力。同时，

通过创建具有交流价值的模拟情景，增加孩子的生活经验和

知识，从而提高其语言交流能力。另外，在必须考虑口头交

流的应用的社会背景下，帮助孩子迅速做出反应，组织出恰

当的语言，选择一种适合交际情境的语言格式，强调语言表

达对交际情境的依赖性，灵活使用特定情境中的非语言成

分、“特殊含义”以及“独特声音”，以提高语言表达的有

效性和高效性。

4.5 通过游戏活动提升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喜欢游戏是孩子们的共性，同时游戏也能够激发孩子们

的想象和联想能力，也能促使孩子们更好地模仿。各种各样

的游戏可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语言情感认知等方面得到

锻炼和提高，有助于提高幼儿的语言交际能力，丰富孩子们

的社会经验，更是小朋友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途径，因此，

游戏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实践活动。我们要研究游戏教学，

结合孩子们的生活实际，让孩子们分角色进行游戏表演，教

师要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游戏，便于随时指导孩子们的语言对

话和沟通表达，比如，理发店的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的交往，

超市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的交流。教师要组织好游戏教学，

通过这一幼儿最喜欢的活动提高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使他

们的语言表达水平不断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学习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化水平的提升，

它与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相辅相成的。学校应当注重对儿童

语言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将这一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

中。交流与沟通是语言诞生之初的基本功能，语言交际能力

的提升，可以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迅速融入陌

生环境、表达自身情绪和想法。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

应当加以引导，改变传统课堂氛围，帮助儿童在互动和学习

交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语言与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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