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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中存在的课程地位边缘化、教学内容碎片化及评价标准单一化等现实困

境，构建了三大策略体系。一是推动课程常态化实施，将口语交际教学融入日常语文课堂，二是实施能

力阶梯化培养，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逐步提升其口语交际能力，三是开展评价多维化改革，

从多个角度全面评估学生的口语交际水平。这三大策略体系形成了一个从教学设计到素养评价的完整实

施框架，为核心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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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high school Chinese o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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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ourse status, fragmented teaching content, and monolithic evalua-
tion standards, by constructing three strategic systems. First, it promotes the routine implementa-
tion of courses, integrating o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nto daily Chinese classes. Second, it im-
plements tiered ability cultivation, gradually enhancing students’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ased 
on their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Third, it conducts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reforms, comprehensively assessing students’ oral communication levels from multiple perspec-
tives. These three strategic systems form a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rom instructional 
design to competency assessment, providing a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core competency-orient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Keywords 
Pragmatics, Cooperative Principle, High School Chinese, O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将“语言建构与运用”确立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的基础维度，强调其作为思维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前提[1]。不仅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心理学家维果

茨基就提出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理论，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外部表达，更是思维发展的媒介和工具

[2]。这一理论强调了二者在交际实践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更揭示其相互依存、双向赋能的动态关

联机制。然而，当前语文教学中，语言能力培养与文化传承常常处于分离状态，大多局限于语言符号层

面的机械训练，或者是仅对文化内涵进行抽象讲解。这反映出语文口语教学的困境，如何灵活运用借助

语言符号开展口语交际活动，才能促进认知发展与文化意义建构？因此，本文尝试以格赖斯会话合作原

则作为理论基础，探索在口语交际教学中，语言能力的培养与思维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整合路径，进而

突破口语交际教学的现实困境。 

2. 口语交际教学实践的困境与归因 

2.1. 课程实施边缘化 

当前语文教学课程中，口语交际模块未能获得应有的课程地位。“同以‘写’为目的的多角度精耕

细作不同，以‘说’为目的的‘写说结合’‘读说结合’的整合开发明显不足”[3]。受传统教学模式影

响，教师普遍将教学重心置于阅读与写作领域，导致口语教学长期处于从属状态。具体表现为在常规课

程中缺乏固定课时安排，多数学校仅在教研展示或竞赛活动时才开展口语专项训练，这种非常态化的实

施方式，反映出课程设置的结构性失衡。 

2.2. 内容设计碎片化 

尽管语文课程标准对口语交际能力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由于缺乏细化、量化的能力分级指标，

在实际教学中，教学内容仍然呈现零散化特征。教师多依据个人经验选择教学活动主题，导致单元间缺

乏逻辑衔接。以教材口语专题设计为例，尽管包含讨论、演讲等多元形式，但学校尚未形成从基础表达

到批判性思维的梯度训练体系，往往停留在单一技巧训练层面，从而制约学生综合口语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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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标准片面化 

当前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评价存在显著的表层化倾向，过度关注语言表达的表层形式。《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指出口语交际评价“应重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情感态度。评价必须在具体的交际

情境中进行，让学生承担有实际意义的交际任务，以反映学生真实的口语交际水平”[4]，但在课堂上教

师多以学生发言频次、语言流畅度等可量化指标作为主要评估依据，而对论证逻辑的严密性、文化内涵

的阐释深度等核心素养关注不足。例如在课堂即兴发言活动中，评价往往仅停留在“能否完整表达观点”

“是否存在语法错误”等层面，忽视对内容逻辑性、观点创新性的深度剖析，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准确反

映学生口语交际素养的真实发展水平。 

2.4. 教学困境的归因分析 

2.4.1. 教师素养的专业性缺失 
口语交际教学的实施困境首先源于教师的认知偏差。部分教师仍将知识传授作为教学核心，未能充

分认识到口语交际对学生思维发展与文化理解的关键作用。在教学方法层面，由于缺乏系统的语用学理

论指导，多数教师难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因此，交际情境创设能力薄弱，将口语训练简化为机械式表

达练习，既忽视真实语境构建，也缺失交际策略指导，导致教学停留于浅层技能训练阶段。 

2.4.2. 学生能力的系统性缺失 
学生的能力发展受到双重因素制约，在心理层面，普遍存在的表达焦虑与对负面评价的恐惧降低了

学生的课堂主动性。在能力层面，长期缺乏系统训练使学生难以灵活应对不同交际情境，对语言使用规

则也掌握不足。这双重障碍在课堂实践中则体现为，学生在讨论活动中过度依赖既有观点，缺乏独立思

辨的能力，反映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表达能力培养的明显不足。 

3. 合作原则的教学转化适切性论证 

3.1. 理论内核：会话准则的语用学阐释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Grice)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其专著《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
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语用学理论[5]。该理论认为，对话参与者通过默认的协作意向，

共同遵守四项基本准则以实现有效沟通，分别是数量准则、质量准则、方式准则和关联准则。这一理论

突破传统语言学对语法形式的孤立分析，转而从语用学视角阐释交际行为的动态逻辑，为语文教学中的

口语交际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 
格赖斯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准则体系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第一，数量准则强调的是信息传递的

适度性，要求交际者根据目标调整内容密度。例如《论语·子路》中，孔子以“先之，劳之”回应弟子问

政，六字箴言既涵盖为政精髓，又规避冗余阐释，体现出“辞达而已”的交际智慧。第二，质量准则构建

话语真实性的双重约束，在《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场景中，范增“举佩玉示项王”的细节描述，需结

合历史语境方能读出诛杀刘邦的潜台词，这种言外之意的解读恰是质量准则的典型应用。第三，关联准

则通过话题聚焦维持交际的连贯性，如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与“问苍茫

大地，谁主沉浮”的意象转换，表面看似从红叶漫山的绚烂秋景突然跳转到对时代命运的宏大追问，实

则通过“自然盛景–革命抱负”的深层主题关联，形成青年革命者由观物兴怀到立志担当的思维贯通，

展现出诗人借自然意象隐喻时代使命的诗意逻辑。第四，方式准则规范表达的明确性，在韩愈的《师说》，

采用“总领–分述–总结”的层递结构，从而实现概念的精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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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转化可行性：双重维度的学理验证  

合作原则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价值，体现为与课程标准的理论契合度及学情特征的现实适配性

双重验证。这种双重验证逻辑，既回应了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又兼顾了高中生认知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为教学转化提供了完整的学理支撑。 

3.2.1. 核心素养的目标对接  
从语文核心素养的维度考察，合作原则的准则体系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的四大素养要求形成深层呼应。数量准则与方式准则共同作用于语言建构维度，例如在新闻采访模

拟活动中，学生需根据受访者身份动态调整信息密度，访谈民俗学者时聚焦理论阐释的深度，对话手工

艺人则侧重技艺流程的细节描述等等，这种差异化的策略直接呼应课标中“根据交际目的调整表达内容”

的要求。质量准则与关联准则构建思维发展的双重保障，学生在《乡土中国》读书会中引用理论时需标

注原文并验证论据关联性，例如通过对比文本中的“礼治秩序”与现实法治实践，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得

到训练。文化传承维度通过关联准则的跨时空对话功能实现，如《论语》“侍坐篇”教学中分析孔子应答

逻辑，理解礼乐文化的交际规约。审美鉴赏则依托方式准则的语言形式美要求，如诗歌朗诵时对《春江

花月夜》声韵节奏的精准把握。 

3.2.2. 学情特征的现实适配 
学情特征的适配性论证需要结合认知发展理论与现实需求。根据皮亚杰关于形式运算阶段的研究“高

中生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可通过逻辑推理、归纳等方式解决问题，能理解符号意义且思维活跃并具备可

逆性”[6]，这为准则迁移提供认知基础。以“家乡非遗”口述史活动为例，学生综合运用四项准则，控

制访谈问题密度以避免冗余，核验口述技法与文献的一致性，构建“技艺–文化–困境”分析框架。这

样的设计既满足课标复杂情境中整合知识的要求，又通过准则的显性化操作摆脱传统教学困境。 

4. 合作准则导向的口语交际教学策略建构 

4.1. 课程重构：常态化的实施路径 

高中部编版教材的单元架构可以为口语教学的常态化提供实践支点。以必修下册第四单元“信息时

代的语文生活”为例，教师可设计“网络访谈–舆情分析–多媒体汇报”任务链，将口语训练嵌入真实

学习情境中。在某校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围绕“校园 APP 使用体验”开展访谈，共访谈学生

42 人、教师 15 人，收集原始语音数据约 320 分钟。在后续的舆情分析阶段，学生小组基于访谈转写文

本，运用计算机分析工具识别出高频关注点，其中“功能冗余”和“隐私担忧”的提及率分别达到 68%
与 52%，并据此制作汇报 PPT。根据后期回收的 38 份学生反馈问卷显示，高达 92%的学生认为该任务显

著提升了信息筛选与针对性表达能力，尤其对数量准则所强调的信息聚焦和质量准则所要求的引用真实

用户原话有了切身体验。除此之外，教材经典文本的对话资源更值得深度开发。以《赤壁赋》教学为例，

教师可创设苏轼与客的对话情境，组织学生进行结构化辩论，例如限定双方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观点

交锋，可选用“变与不变”“物我关系”等核心议题，并要求每个论点须结合“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等文本意象展开阐释。这样学生既通过议题聚焦与意象化表达落实了口语表达规范，又以经典文本的创

造性转化，推动口语训练脱离零散化活动形态，实现与深度阅读的有机融合。同时，在戏剧《雷雨》这篇

课文中，剧本围读活动也可转化为常态化教学资源，通过分析周朴园“无锡旧事”对话中的潜台词，引

导学生识别质量准则的违背现象，如“你的生日我记得”的刻意模糊，这类设计也使口语训练自然融入

戏剧文学鉴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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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力进阶：结构化的内容设计 

摆脱口语教学内容碎片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基于教材单元主题的梯度化能力发展体系。这种体

系需遵循“单项技能奠基–复合能力整合–综合素养迁移”的认知规律，将合作原则的四项准则转化为

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 
以必修上册“劳动光荣”单元为例，其文本特质与主题内涵为结构化设计提供天然依托。在《喜看

稻菽千重浪》的访谈任务中，数量准则通过问题筛选机制实现信息聚焦，要求学生在袁隆平院士生平素

材中提炼 5 个核心问题，每个问题延伸又可 2~3 个追问层级，以此训练学生信息筛选与分层处理能力。

这种设计直指碎片化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泛化”弊端，通过准则约束形成系统化的信息处理路径。 
而在单元中段的《心有一团火》演讲训练，则重点落实方式准则对表达结构的规范作用。教学设计

要求采用“事迹描述–精神提炼–价值倡导”的量化结构框架，其中精神提炼部分需引用文本中“一团

火”的隐喻意象，通过意象重复与层递修辞强化表达的逻辑性。这种结构化训练有效改善学生即兴发言

中常见的观点游离等问题。 
单元总结阶段的“工匠精神”辩论会的设计，体现的是准则的综合运用与能力迁移。学生需同时遵

循质量准则与关联准则，引用《说文解字》“匠，木工也”的训诂释义时，要求标注《考工记》中“审曲

面势”的工艺传统作为佐证，在“传统技艺守护 VS 现代技术创新”的辩题讨论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

思维导图，从技艺存续价值、创新实践挑战、技术发展方向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使讨论始终聚焦手工精

神与现代生产的核心矛盾。 

4.3. 评价革新：多维度的素养观测  

格赖斯合作原则在口语交际评价中的转化应用，关键在于将四项准则具象化为可操作、可量化的评

估维度。该体系以合作原则的核心要素为理论根基，从内容信度、话题关联、表达规范三个维度建立评

价框架，使抽象的语用学准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评价工具。 
为了使这一评价框架更具可视化、可测量性和可操作性，本文设计了基于合作原则的高中语文口语

交际评价量表(见表 1)。该量表将三大维度细化为 7 项具体可观测的评价指标，例如信息真实性、结构清

晰度等，并设定了 0~3 分的四级评分标准，明确了评分依据与主要数据来源，如现场记录、过程文本、

教师或评委评估。 
具体而言，内容信度维度对应合作原则的“质量准则”，强调语言交际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以“责任

与担当”主题辩论为例，学生在引用《谏太宗十思疏》等文献时，需准确呈现原文语义并保持思想完整

性，同时由教师评估阐释与原文的契合度。某次辩论活动应用此方法后，论据误用率降低了 40%，这直

接体现在量表相关指标评分的提升上。 
话题关联维度整合“数量准则”与“关系准则”的要求，强调交际内容与核心议题的逻辑相关性。教

师使用简易跟踪表记录发言与核心议题的关联度评级，对低关联发言进行提示。例如在研讨课应用此机

制后，讨论内容偏离核心主题的时间占比从 28%下降到 21%，维持了交际过程的集中性与有效性。表达

规范维度则落实“方式准则”，倡导结构化的话语组织模式。例如在观点表达中，引导学生采用“现状分

析–学理参照–实践建议”的逻辑框架，合理运用“因此”“然而”等连接词强化语义衔接，通过语言形

式的有序组织提升表达逻辑。 
评价实施过程强调多元数据的整合分析，这些数据是应用量表进行评分的直接依据。现场表现记录

如课堂录像和教师跟踪表可用于评估指标的聚焦度和结构清晰度；过程性文本分析如思维导图和研讨实

录则用于评估信息真实性和语言准确性；这种多维度的复合评价机制，既关注语言表达的规范性，更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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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论证逻辑的严谨性与文化阐释的深刻性，推动口语交际评价从表层形式判断向核心素养培育转型，为

高中语文教学中语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行路径。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evaluation scale for o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Chinese 
表 1. 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多维度素养评价量表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主要数据来源 

内容信度 

信息/论据真实性 

3 分：引用信息标注来源，关键事实无误。 
2 分：信息基本真实，细节模糊或来源不全。 
1 分：信息存疑或关键来源缺失。 
0 分：信息失实或捏造。 

过程文本、现场记录、文

献比对、教师评估 

阐释准确性/契合度 

3 分：阐释精准契合原意，无曲解。 
2 分：阐释基本正确，细节有偏差。 
1 分：阐释明显偏离原意。 
0 分：阐释严重错误。 

话题关联 

信息密度与效率 

3 分：发言始终紧扣核心议题。 
2 分：主要围绕议题，偶有短暂偏离。 
1 分：内容部分偏离议题。 
0 分：内容与议题无关。 

逻辑关联与推进 

3 分：信息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2 分：信息量基本适度，局部冗长或简略。 
1 分：信息明显冗余或空洞。 
0 分：信息严重超量或不足。 

表达规范 

结构清晰度 

3 分：结构清晰完整，易于理解。 
2 分：有基本框架，部分模糊或生硬。 
1 分：框架不明确，条理不清。 
0 分：结构混乱。 

语言准确性与清晰度 

3 分：用词准确规范，句式简洁明了。 
2 分：语言基本清晰，偶有小问题。 
1 分：语言模糊啰唆或存歧义。 
0 分：语言混乱难懂。 

连接与连贯性 

3 分：有效运用连接词，衔接自然流畅。 
2 分：能使用部分连接词，衔接基本顺畅。 
1 分：连接词少或用错，衔接不畅。 
0 分：几乎无有效连接，语义断裂。 

5. 结语 

本文以格赖斯合作原则为理论基础，针对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课程困境与难题，分别运用

合作原则中的四项准则，从课程实施、教学内容和评价体系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案。通过将准则

转化为日常化课程安排、系统化教学内容设计和多元化评价方式，助力口语交际教学突破形式化训练局

限，实现向核心素养培育的转型，进而推动高中语文口语交际教学革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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