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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学高年段学生应具备运用科学语言与人沟通交流的基本能力。 调查发现，当前学生参
与科学语言表达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不高， 科学语言知识基础及知识应用能力较为薄弱导致
表达精确性与合理性的缺失， 言语组织与执行的熟练度欠佳影响表达过程与结果的流畅性与简洁
性。 结合现状，教师应从学生情感态度出发完善内外言语条件，从学生认知水平出发优化知识教学
过程，从学生表达实效出发帮助他们在言语实践中实现科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充分锻炼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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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Senior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s about Speaking Scientific Language

Jin� Xin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 210097;�

2.Changshouqiao� primary� school,� Hangzhou,� Zhejiang� 310006）

Abstract: Senior� students� of� primary� school� should� have� the� basic�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using� scientific� language.�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enthusi-
asm� and�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language� expression� activities� are� not� high,� the�
weak� knowledge� base�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scientific� language� lead� to� the� lack�
of� accuracy� and� rationality� of� expression,� and� the� poor� proficiency� in� speech� organization� and�
execution� affect� the� fluency� and� simplicity� of� expression� process� and� results.� Therefore,� in� com-
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teachers� should� perfec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eech� con-
ditions� from� the� students'� emotional� attitude,� optimize� the� knowledge� teaching� process� from� the�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and� help� students� to� fully� exercis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speak-
ing� scientific� language� in� speech�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actual� expression� ef-
fect.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Scientific� language;� Oral� expression;� Investigation

语言表达能力是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也是 世界各国与组织公认的人类核心素养的基本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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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言语能力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关系到每一
位学生的生存与发展。

科学语言是一种在生活语言基础上产生的适用
于科学领域的人工语言，是科学知识、理论与思想的
显性载体，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等特征。［2］学生在科学
活动中所逐渐生成的科学语言口语表达能力是学习
科学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包括在语境中对科学
术语、符号及公式等语言材料的理解及运用能力。 小
学科学课程标准对高年段（5~6年级）学生提出了运用
科学语言描述与分析问题，阐述科学探究过程与结果
以及评价他人观点等言语要求。［3］然而，笔者深入学
校后发现，大部分教师虽能意识到科学语言口语表达
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有教师能帮助学生真正实现这一
能力的充分发展，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学
生表达现状缺乏系统性认识，从而无法准确找到问题
症结所在。 因此，有必要开展调查研究，明确学生在表
达活动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相应的弥补对策。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课堂观察法，辅以学生问卷调查与

教师访谈，从研究者、学习者与教育者三个视角出发
全面了解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现状。

基于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要求，研究采用德尔菲
法，广泛听取一线教师与教育专家的意见，提炼出参
与性、精确性、合理性以及清晰性四个课堂观察一级
指标，一级指标又作进一步细分（表1），依据指标开发
出课堂观察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即完
全不符合（1分）、多数不符合（2分）、半数不符合（3
分）、多数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所得分数越高，
说明口语表达越精确、合理与清晰。 学生问卷调查内
容涵盖教师提问情况与学生发言情况两个方面，经信
度检验， 得到的正式问卷克伦巴赫α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24。 再通过教师访谈，从侧面了解学生言
语表现， 访谈主题包括学生参与言语活动的积极性、
常出现的表达问题等，据此设计出访谈提纲。

2. 研究对象
为了解学生真实的表达情况，笔者选择以培养学

生做“学习的小主人”为教育目标的南京市L小学与注
重引导学生在参与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杭州市C小学开
展调研。 两所学校均重视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所营造的民主融洽的校园文化也为学生科学

语言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笔者随机观察两所
小学5~6年级科学课共36节，其中不同年级、不同学校
的听课数量相同。 其次， 随机选择两所学校共6个班
（5、6年级各3个班） 的295名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回收有效问卷283份（男152份、女131份， 5年级147份、
6年级136份），有效回收率为95.9%。 此外，对这两所学
校在高年段任教的8位科学教师进行访谈。

3. 数据信息处理
研究采用SPSS21.0软件与Excel2010软件对数据信

息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的内部同
质性检验等。 课堂观察与教师访谈所收集到的音视频
资料转换为文字信息进行整理分析。 科学课上学生发
言时间持续5秒钟及以上即视为1次有效的科学语言口
语表达（下面简称“有效表达”），依据观察量表对36节
科学课所观察到的154次有效表达进行评价与记录，以
考查学生口语表达的精确性、合理性与清晰性。

二、结果与分析

1. 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参与性
在科学课堂上，学生对表达活动的高参与度是实

现他们科学语言口语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之一。 通过
对36节科学课的观察发现，平均每节课学生的有效表
达仅为4.3次，统计课堂上举手发言人数最多一次的学
生数量， 平均每节课为14.6人， 占班级平均人数的
29.1%。 整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有66.8%的学生
认为老师经常在科学课上提问，但认为自己能够做到
经常举手发言的学生占比仅为32.2%， 大部分学生只
是偶尔与教师互动， 甚至还有10.2%的学生认为自己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项目

参与性
积极性

统计课堂上举手回答教师提问的
学生数量（以举手人数最多一次为
准）

主动性
统计课堂上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表
达想法的次数

精确性
准确性

学生言语产生的适切性以及言语
内容的正确性

流畅性 学生表达过程的流利程度

完整性 学生表述内容在形式上的完整度

合理性
科学性

学生表述内容与科学规律、 原理、
公式等科学规定的符合程度

逻辑性
学生表述内容与基本语法和逻辑
规则的符合程度

清晰性
简洁性 学生表述内容的明晰简练程度

表1 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课堂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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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统计154次有效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合理性指标观察结果

很少或从不举手发言。
从性别差异上看， 认为自己在科学课上能经常举

手的男同学数量占男生总数的比例为37.5%，相比于女
生要更高一些。从年级差异上看，认为自己能做到积极
举手发言的5年级学生数量占5年级总人数的比例为
36.1%，比6年级高8.2%。 所以从调查结果上看，面对科
学言语活动，男生要比女生更热情，5年级学生要比6年
级学生显得更积极主动。此外，超过一半的受访教师表
示在课上能做到积极发言的学生人数占比偏低， 并且
出现了发言积极分子群体固化的现象。

统计学生主动提出问题的次数仅为26次，平均每
节课不到1次， 说明只有极少数学生敢于表达自己思
想， 而大部分学生既缺乏参与师生言语交互的动力，
又缺少展现自我的勇气以及提出质疑的科学精神。

2. 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精确性
在观察中， 主要从学生表述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

性两方面判断他们口语表达的精确程度。 其中，准确性
是从言语产生的适切性以及言语内容的正确性上进行
衡量，而完整性则是在形式上考查话语的完整度。

从观察结果上看（表2），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内
容与问题（主题）要求的切合程度，从高到低各层级占
比分别是9.1%、51.9%、27.3%、6.5%、5.2%，计分后得到
的平均得分为3.5分，说明大部分参与发言的学生在语
境中能较为充分地理解问题（主题）要求，但也有约四
成学生对于言语要求的理解并不到位， 甚至出现了答
非所问的情况。从正确性上看，表述内容完全正确的有
效表达仅占总数的9.7%， 基本正确的占比为35.7%，
43.5%的学生回答只是与正确答案沾边， 还有11.0%的
学生表述完全是错误的。 当然这与教学内容的难易程
度、教师教学能力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但该结果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大部分学生科学知识积累薄弱，
知识迁移能力不足等现状。再从形式完整性上看，表述
内容在形式上是完整的占比仅为2.6%， 较为完整的占
比为31.2%，这表明只有少部分学生能按要求形式完整
地输出言语信息， 多数学生在表达中常常会出现缺失
部分句子或语篇成分的情况，进而造成表意不明确，增
大理解难度等负面的语用效果。

3. 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合理性
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合理性指标主要从学生言

语结果的科学性与逻辑性两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即判
断表达内容是否符合科学规律、原理、公式等科学规
定，话语是否符合语法与逻辑规则。

从表3中可发现， 完全符合科学规定的有效表达
所占比重仅为10.4%，较为符合为33.1%，符合科学规
定的有效表达未超过半数，各层级计分后得到平均得
分仅为3.1分，因此总体上看学生有效表达内容的科学
性仅有一般水平。 从逻辑性上看，只有3.2%的学生表
达完全符合语法与逻辑规则，37.0%基本符合，也就是
说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扎实掌握基本的语法与逻辑知
识，在表达过程中常常出现句式运用不当、语序混乱、
逻辑关系不明确等问题，进而造成彼此间沟通交流的
障碍。 再从访谈结果来看，当教师被问及学生常出现
的表达问题时，大部分教师都会提及他们表达合理性
的欠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生表达受日常
语言影响较大，在语境中并不习惯运用科学语言表达
观点， 因此常出现词不达意或表述太过复杂等结果；
二是学生思维缺乏深度与广度，造成知识迁移与应用
的困难；三是学生言语表述过于追求简洁，易造成基
本语句成分的缺失， 进而产生语法错误或逻辑漏洞。
鉴于此，教师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
语言知识能力以及认知层面素养的培养。

表述内容
在形式上
是完整的

12/7.8 26/16.9 64/41.6 48/31.2 4/2.6

观察项目

观察结果

表述内容
是正确的

17/11.0 20/13.0 47/30.5 55/35.7 15/9.7

完全不符
合（1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不符
合（2分）
频次 /
百分比

半数不符
合（3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符合
（4分）
频次 /
百分比

完全符合
（5分）
频次 /
百分比

表述内容
与问题（主
题）要求是
切合的

8/5.2 10/6.5 42/27.3 80/51.9 14/9.1

表2 统计154次有效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精确性指标观察结果

表述内容
是符合语
法与逻辑
规则的

12/7.8 28/18.2 52/33.8 57/37.0 5/3.2

观察项目

观察结果

完全不符
合（1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不符
合（2分）
频次 /
百分比

半数不符
合（3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符合
（4分）
频次 /
百分比

完全符合
（5分）
频次 /
百分比

表述内容
是符合科
学规定的

19/12.3 25/16.2 43/27.9 51/33.1 1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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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清晰性
清晰性指标主要从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简

洁性与流畅性两方面进行考量，即评价学生表述内容
是否简洁明了以及表述过程的流利程度。

从表4可看出，在表述内容的简洁性上，只有5.2%
的学生有效表达能做到简洁凝练， 而34.4%的学生表
述虽有无意义词句的出现，但对于整个言语片断的呈
现效果影响并不明显， 余下的占比重为60.4%的学生
有效表达在内容上均出现了较多的无意义词句，这对
交互各方在语言信息的接收、理解及记忆等方面产生
了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 结合上述发现可得出，大部
分学生的表达内容并未达到理想的简洁度要求。 从流
畅性上看，流利的有效表达所占比重为13.0%，表达过
程虽有短暂停顿或有些许语句重复，但总体较为流畅
的学生表达占比为38.3%， 流畅性一般占比为23.4%，
言语生涩的有效表达占到了25.3%， 计分后平均得分
为3.3分。虽然从数据中看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表达达
到了较佳的流畅水平，但部分受访教师也指出只有那
些积极举手发言的学生时常能较为流利地说出自己
的想法，而在课堂上习惯保持沉默的多数学生，在表
达过程中则经常会发生卡顿、口误或语句重复等语用
生疏的情况。
表4 统计154次有效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的清晰性指标观察结果

表述过程
是流利的

16/10.4 23/14.9 36/23.4 59/38.3 20/13.0

观察项目

观察结果

完全不符
合（1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不符
合（2分）
频次 /
百分比

半数不符
合（3分）
频次 /
百分比

多数符合
（4分）
频次 /
百分比

完全符合
（5分）
频次 /
百分比

表述内容
是简洁明
了的

16/10.4 32/20.8 45/29.2 53/34.4 8/5.2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两所学校高年段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

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笔者发现当前学生在表达上普遍
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学生参与科学语言表达活动的热情不够
据调查分析，虽然大部分教师基本上能做到在课

堂上与学生积极互动，但是认为自己能经常举手发言
的学生不到总数的四成，大多数学生只是偶尔参与表
达活动，而能主动提出问题或表达自己想法的学生更
是少之又少。 因此不难看出，大部分学生参与言语活

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不高的，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
习质量以及包括科学语言口语表达能力在内的语言
素质提升，也不利于教师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以及
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 鉴于此，从现状出发剖析造成
当前结果的主客观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培养学生对
待表达活动的正确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

2. 学生科学语言知识基础及知识应用能力薄弱
科学语言知识是储存在个体记忆中的有关科学

语言理解及意义表达的信息结构，是人们在科学活动
中积累的关于科学语言及其运用的知识经验总和，包
括音义形相结合的科学术语、符号等语料知识、基本
语法与逻辑知识以及语用知识等。 从心理学视角看，
个体言语产生过程经历6个加工阶段，包括概念准备、
词汇选择、形态编码、语音编码、音素编码以及发音阶
段，［4］ 各阶段衔接组成了个体对已有知识的再认、回
忆、组织与运用过程，所以也容易理解学生表达效果
与他们的知识基础以及在语境下的知识应用能力关
系密切。 但现状表明，大部分学生科学语言知识基础
并不扎实，这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语境中对言语信息
的理解和知识经验的提取，并最终体现为表达精确性
与合理性的缺失。

3. 学生组织与执行言语信息的熟练度欠佳
从语用学观点看，学生每一次口语表达需经历输

入外界信息、 在头脑中内化其中蕴含的有用信息、再
向外界输出言语信息的过程。 其中，输出就是学生对
于内部言语信息的组织与执行。 调查发现，多数学生
表达过程的流畅性与表达内容的简洁性并不理想，大
部分学生在特定语境下组织与执行科学言语信息的
熟练度亟待提升。 学生在表达中常出现的表达方式选
择随意、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转化困难、言语组织复
杂化以及语句重复等问题直接造成了他们表达过程
与结果的啰嗦、繁冗及生涩。 因此，教师既需要夯实学
生知识基础， 同时也需要为学生创造更多言语机会，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高效组织与执行言语信息的能力。

四、建议与对策

结合教学实际，围绕调查所揭示出的问题，从学
生的情意、认知及言语表现出发提出如下改进建议与
对策。

1. 从学生情感态度出发完善内外言语条件
当前大部分学生缺少运用科学语言与人沟通交

流的热情，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受到课堂气氛、班级文

金 鑫：小学高年段学生科学语言口语表达现状的调查研究 73· ·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9 年 10月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化等外部言语环境的影响，二是受个人性格、自我认
知等心理因素制约，比如高年段学生在表达活动中常
存在的面子意识、缺乏自信等问题，这些方面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待科学言语活动的情感态度。 其
中，良好言语环境的创建首先需要处理好教育中最为
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以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为抓手，促进民主与平等、尊重与理解、表现与赏识、
合作与共享的班级文化与课堂氛围的营造，以吸引更
多学生参与到科学语言表达活动中。 从内部言语条件
上看，教师需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加强对学生积极情
感的培育，在教学中应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激发学
生表达兴趣。 一方面设计的情境应体现出一定趣味
性，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表达任务与学生关注的契
合点，激发学生参与言语活动的内在动机；二是积极
给予学生正面反馈。 学生表达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
需要教师及时给予正面评价， 以培养他们的成就感，
激励他们更进一步；三是控制学生的挫败感。 当学生
言语表现不佳时，教师需要做到的是及时控制好学生
的挫败情绪，［5 ］给予他们鼓励与安抚，并在之后的教
学中有意识地加强这部分学生的自信心培养。

2. 从学生认知水平出发优化知识教学过程
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在新知讲授及

知识巩固环节采取有效的知识教学策略。 小学高年段
学生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过渡阶
段，而抽象化程度较高的科学语言常会对他们的理解
产生一定困难，因此在新知教学中更应强调学生的感
性认识，在实践中可从三方面着手：其一，通过联系自
然现象、生活与社会问题、科学历史等为学生创设真
实的学习情境；其二，在学生充分感知情境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开展科学模拟、感觉对比、图形绘画等活动
体验，帮助他们建立起抽象语言符号与视、听、触等感
觉经验之间的内部关联；其三，基于学生的活动反馈，
帮助他们从丰富的感性认识中提炼出重要的科学术
语、 符号等语料知识以及有关言语组织的规则性知
识。

此外，在教学中也应聚焦于学生常出现的认识误
区，引导学生开展知识巩固练习，包括围绕易混淆、不
易理解的知识重难点设计辨析题、匹配题以及举例说
明题等，进而帮助他们明晰知识本质，促进他们对知
识的深度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熟练运用。

3. 从学生表达实效出发实现言语能力的充分锻
炼与提升

调查发现，学生科学语言表达效果不理想，除自
身因素外，学校对于科学学科的关注度不够、任课教
师教学基本功不扎实、教师专业发展不充分等因素也
是造成该现状的主要原因。 从学校层面看，转变传统
办学观念，改变科学课程的“副科”地位是许多学校迫
切需要去做的，其中特别要重视科学教学资源的合理
配置、师资队伍建设体系的有效构建，以及科学教学
常规评价标准的明确、规范及实施等方面。 对于教育
者而言，科学教师应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帮助
学生在表达实践中逐渐完善自身的言语表现，在科学
语言运用中实现口语能力的发展。 首先，在教学中教
师应善于引导学生表达新知识， 为学生提供适当的
“支架”，帮助他们跨越最近发展区。 其中，最重要的两
类支架，一是认知支架，即为学生提供一些易接受的
引导性材料，比如创设源于生活的问题情境、活动背
景与材料介绍等， 帮助他们建立起与新知的联系，并
内化到已有知识结构中，确保语言认知与应用过程的
连续性；二是语言支架，即教师为维持既定任务目标
而向学生提供的语言提示与示范，包括向学生提供表
达模板、关键词提示以及做言语示范。 其次，教师也需
做到正确且及时地评价学生的口语表现，包括引导学
生完成论述、 复述及概述等不同形式的表达任务；依
据学生表现采用恰当的赞赏、认同、建议、批评用语；
明确反馈焦点，及时对学生言语中存在的闪光点或瑕
疵给予鼓励、提示与修正。 最后，教师应重视组织学生
开展多种形式的口语表达活动，帮助他们实现能力的
巩固发展，常见的活动形式有围绕特定科学主题开展
的情景对话，知识要点简述活动，围绕典型习题进行
的说题活动以及开放式或命题式的科学讲演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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