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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Consider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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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the Guide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thinking". It is the core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to let children learn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language and run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children's 

one-day education. Language is the basis of learning all knowledg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Integrating language education into the five fields of kindergarte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around the core of language education, we should grasp the main line of developing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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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指南》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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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南》在语言领域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让孩子学会用语言与他人交流，并贯穿于幼儿

一日教育活动当中，是幼儿园语言教育的核心。语言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无不说明发展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

性。将语言教育融入并贯穿于“幼儿园五大领域”之中，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围绕语言

教育这一核心，抓牢发展幼儿语言能力这条主线，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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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育部2012年10月颁发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简称《指南》），是很长一段时期内幼儿园工

作的纲领。几年来，我园坚持“学习、实践、总结---再

学习、再实践、再总结”的思路，一步一印，砥砺前行，

不断深化改革，教育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受到家长和社

会的广泛赞誉。我园先后荣获 中国学前教育“十二五”

课题“幼儿园安全管理教育实践研究重点实验基地”、中

国优生优育协会、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颁发的“婴幼儿

科学汉字教育实验园”、“ 省级示范园”、“ 省高校幼儿

园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受实践和水平的局限，

在此谨就语言领域的实践与思考，略述浅见，与一线同

行及有关专家交流商榷。

2.围绕一个核心，抓牢一条主线

众所周知，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即“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可

分割的整体。但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必须明确，语言教

育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核心。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是

贯穿全部教育活动和一日生活始终的一条主线。只有这

样的认识和实践，幼儿园工作才能纲举目张，主次分明，

和谐有序，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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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在语言领域的表述中，开宗明义指出“语

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在教育部即发的关于幼教文

件中，第一次将语言教育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表述，意义

重大。孩子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融入社会，成

为国家建设的人才，必须学会用语言与他人交流；思维

是大脑功能的核心，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大脑思维能力的

支配。说白了，语言教育是开发大脑潜能，让孩子更聪

明，成为优秀人才的最基本最有效的突破口。有人说语

言是思维的体操，语言是心灵的窗口，语言是学习一切

知识的基础，无不说明发展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并

强调把语言教育“贯穿于各个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学

习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围绕语言教育这一核心，

抓牢发展幼儿语言能力这条主线，带动幼儿的全面发

展，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常态。

3.把握规律，理清概念，科学施教

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幼儿园的语言教育长期处于

偏面迷茫状态。把口语教育，即听话和说话视为语言教

育内容的全部，书面语言教育，即识字、阅读几乎成为

空白或禁区。少数搞识字、阅读实验的幼儿园，因为实

践操作的不当，常被扣上“小学化、成人化”的帽子，让

一线教师处于无所事从迷茫窘境。究其原因有二。一是

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不准，二是对某些理论

概念理解不清透。现举两例：例一，在传统语言教育中，

总认为学听话、学说话比学识字学阅读容易，其实不然。

幼儿语言发展研究发现，就婴儿自身的接受能力来看，

学识字、学阅读比学听话、学说话更容易，更高效。0

到1岁左右是学听话阶段。听话的实质，就是在脑海中

把听到语音（声波）与周围的人和事物联系起来，八九

个月尚不会说话的孩子，就已经听懂很多话。大量实验

证明，学听话，学认人、认物和学认字是可以同步进行

的。对婴幼儿来说，字形就是一幅图画，字卡就是一个

玩具，字音就是这幅画、这个玩具的名称，能听话能认

人、认物就能认字，这已是很多家长的常识。1岁-2岁

左右，是学说话阶段。从说单音词，双音词，多音词，

单句，复句，逐步发展。3岁入园的孩子，已能用较完

整的话与人交流了。大量实验证明，学说话和学阅读是

可以并行发展的，能说就能读，从读单音词、双音词、

读单句、读短文，逐步提高。即口语、书语并行发展。

例二，在汉语中，语言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

同的含义。当与文字并用时，如“语言文字法”，“ 语言

文字改革”，在此语境中语言即单指口语；而在单独使

用时，如“语言教育”，“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在此语

境中语言则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部分。新近出版的《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中，对语言明确注释“语言是人类最

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有些

领导和专家在教师培训和入园评估时。对语言教育的含

义语焉不详，导致了语言教育的片面和迷茫。《指南》

中，突破性地把语言教育的两项内容并列表述，一、倾

听与表达。二、阅读与书写准备。前者指口语，后者指

书面语言，这就对幼儿园语言教育内容进行了具有行政

法规性的规范。

4.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寓教于乐

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方法比内容更重要，方法必须

适应幼儿的年龄特点。“游戏活动是孩子的学习的主要

形式”。这句话在幼教界已是老生常谈。但在工作实践

中已名存实无。这是较普遍的现象。在语言教育活动中，

我们坚持两化原则，既生活化和游戏化。生活化，就是

不用专门的时间，在一日生活中随机进行。例如：我们

把每日食谱进教室，用“早、午餐播报”的形式让幼儿和

汉字进行互动，进餐前教师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写有

饭菜的字卡或句条展示出来，让孩子认读，知道今天吃

什么，或者请幼儿当小小播报员，带领大家认读饭菜名

称。再如：每班设有“小小气象台”，上面有今天是 * 月

* 日，星期 * ，晴、阴、雨、雪、雾等内容，每天早

上进教室顺便一读即可，或者让孩子轮流当天气预报

员，进行朗读，孩子兴致勃勃。在其他领域的教育活动

中也自然渗透其中，如：画什么，唱什么，做什么，就

把有关词语随机出示，让孩子认读。孩子认字是照像式

的，一闪即成。无须让孩子机械、呆板的多次重复记忆，

那样不仅挫伤了孩子的兴趣，且妨碍了孩子思维敏捷性

的发展。

阅读课上，我们按照听读——跟读——朗读三步走

的方式进行，各有不同的要求。听读的要求是：“手指

字，耳朵听，眼睛看书不出声”。跟读的要求是：“手指

字，耳朵听，眼睛看书读轻声”。朗读的要求是：“两手

拿书身要正，声音洪亮有感情”。这样就把原本单调的

阅读，变成为一项变化多样的阅读活动。在阅读活动中，

通过强化模仿朗读训练，提高幼儿的朗读水平。在户外

活动时，让每个孩子手中分别拿着“立定、稍息、齐步

走、原地踏步走、单腿跳、双腿跳”等字卡，老师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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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示一个，让孩子对照后做出相应的动作，孩子非常

感兴趣。

5.结束语

通过学习与实践，我们有三点体会：1、阅读幼儿文学

作品是提高幼儿口语水平的有效途径。文学语言是比日

常交往口语更高级、更规范、更优美的语言，读的多了，

就自然地内化成为孩子的语言储备，说话时就显得词汇

丰富，句式多样，有浓浓的文学语言色彩。2、阅读书

面语比单纯的听口语效率高。书面语有可视性，朗读时，

眼、耳、手三种感觉器官同时参与语言活动；口语只能

听，看不见，摸不着。打个比喻，听口语是一条管子往

池子里注水，读书面语是三条管子往池子里注水，哪种

效率高显而易见。老师们普遍反映，同样一篇短文，老

师用口语讲了很多遍，孩子还是很难一个字不错的复述

出来；而听读、跟读三五遍后，很多孩子就能一字不错

的读出来。3、对婴幼儿来说，阅读和识字不完全是一

回事。一篇文章听读、跟读三五遍之后就会读了，但把

其中的字迁移出来，就不一定能认识；平日认识了很多

字卡，面对一篇文章，尽管里面的很多字已经认识了，

但不一定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因此必须把先读书后识字

和先识字后读书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进入既会读书

又能识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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