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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提高小班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陈孝珍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幼儿园） 

 
摘要：提高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激发幼儿的语言天
赋，养成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本文将从小班孩子的现状出发，通过兴
趣的培养，结合教学情况提出有关教学对策，从而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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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班幼儿的年龄特征 
（一）动作发展快。小班幼儿处于身体迅速发展的时期，而

动作发展又是其重要标志。他们身体和手的动作已经比较自如，
可以掌握各种粗动作和一些精细动作。由于动作发展的需要，小
班孩子特别好动。由于骨骼肌肉的发展和大脑调节控制能力的不
断增强，在小班这一年中孩子动作的颈部非常快。3 岁幼儿在动
作发展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发现，这些差异与
他们的先天身体素质、性别、个性及早期教养环境有关。  

（二）认识靠行动。幼儿动作的发展不仅对他们的身体发育，
而且对他们的思维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刚刚走过婴儿期的 3 岁
幼儿，正处于直觉行动到具体形象思维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认识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行动。同时，3 岁幼儿的口语表达和人际交往
能力与中班、大班相比还较差，他们也常常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
需求。 

（三）情绪作用大。情绪对 3 岁幼儿的支配作用很大。他们
容易激动，而且激动起来就难以控制。他们对成人表现出强烈的
依恋，初次离开父母，会表现的极为不安。小班幼儿不仅依恋成
人，而且伙伴之间的交往对他们的情绪也有很大影响。他们的认
识主要受外界事物和自己的情绪支配，他们的许多活动也都是
“情绪化”的。 

（四）爱模仿。爱模仿，三岁幼儿突出的年龄特征。他们喜
欢模仿老师、家长和伙伴。小班幼儿正处在模仿中学习、成长的。
模仿可以成为他们的学习动机，也可以成为他们学习他人经验的
过程。幼儿的模仿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临摹，他们在模仿中同样也
有创造，有自己个性与情感的表达。 

（五）常把假想当真实。幼儿常把自己假想的事情当作真实
的事情，使他们想象夸张性的表现。成人不理解幼儿的这一特点，
往往误认为他们在“说谎”。幼儿喜欢游戏，就是因为他们沉迷
于想象的情景，把自己真的当成了游戏中的角色。这一特点在 3、
4 岁的幼儿身上十分突出。 

（六）常把动物或物体也当作人。幼儿常常把动物也当成人，
甚至觉得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会说、会动、会想，是他们的同类。
他们常和“娃娃”说话，跟小椅子“再见”，这是幼儿思维“拟
人性”特点体现。正因如此，3、4 岁的幼儿喜爱童话故事，自
己也常生活在童话世界之中。（童话故事的介入） 

二、小班幼儿的语言发展目标  
《3-6 岁幼儿发展与指南》中提到幼儿语言的目标是：语言

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
要时期。幼儿语言发展贯穿于身心发展的各个领域，对其他领域
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
在发展着人际交往能力、对交往情境的判断能力、组织自己思想
的能力等，并通过语言获取信息，逐步使学习超越个体的直接感
知。 

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
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
同伴交流，让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提
供丰富、适宜的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一起看图书、讲故事，有
利于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良好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进一步
拓展学习经验。 

3—4 岁幼儿语言 近发展目标：1.倾听 2.表述 3.欣赏文学作
品 4.早期阅读 

三、小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抓住这一阶段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

先，小班幼儿对语言比较敏感，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对外界充满
好奇；其次，语言课程教学是幼小衔接阶段的基础性教学，不仅
可以积累语言文化素养，还可以培养孩子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习
惯；接着，语言是人们交际中的重要手段，传递信息需要借助语
言表达到交流的互通，而且，语言具有丰富的内涵，正视这阶段

的教学对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启蒙教育十分关键。 
四、当前小班幼儿语言发展现状分析  
我们这里地处高原，是少数民族集聚之地，首先，少数民族

占绝大多数， 开始幼儿入园前都讲本民族的母语，有藏语、纳
西语、彝族语、傈僳语、白族语等，民族语言的语法和汉语言是
不相符，幼儿没尝试过说普通话。其次，发现很多幼儿的语言能
力有很多的问题，有的幼儿吐字很不清楚，也不能向成人表达他
的意思。这其实在他们三岁前在家庭教育中家庭并没有对他们语
言能力培养引起重视，导致他们的语言能力较弱。所以在幼儿进
入幼儿园之后，幼儿的语言教育就要引起重视。在教学过程中，
应为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
人、同伴交流，让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
幼儿的语言能力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五、如何提高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以激发幼儿兴趣为主的语言教学。少数民族的孩子接

受汉语言的学习要有一个从词到句的过程，需要教师耐心加细
心，循序渐进，做好引导工作，丰富幼儿的词汇，从单句到复合
句的逐渐学习，为后来的学习打好基础。接着在课堂上，午睡前
的时间给幼儿讲述喜欢的故事。感情丰富，绘声绘色地演讲故事，
长期坚持，留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来上台讲述，大胆表现。同时，
对孩子进行相关动物的认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倾听专注力，
需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借助多媒体设备展示各种动物，还可以结
合动物的图片进行相关的教学，可以利用比较生动有趣的语言来
进行相关动物的介绍。还有，丰富教学内容多元化，设置的教学
内容尽可能是生活化，游戏化，让幼儿保持愉快的心情，在教学
过程中提高幼儿的学习热情，乐意说，愿意说，在锻炼的过程中
提高语言能力。 

（二）在区角活动中鼓励小班幼儿大胆使用语言。孩子的天
性在于玩。现在的教育提倡幼儿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所以区角
活动作为幼儿 常接触的活动区。我们都会应适时鼓励、引导幼
儿对话，多组织聊天的活动，给幼儿创造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机会
等。小班幼儿对成人的社会已有初步认知，而这些认知大部分表
现在娃娃家中。我们给幼儿创设了温馨可爱的娃娃家。以“客人”
的身份去和幼儿一起玩。在娃娃家里，小朋友还不会招待“客人”，
借机引导他们：“客人来到家里做客，应该怎么办呢？”孩子们
就讨论起来，知道了招待客人应该使用哪些语言，如何去和客人
交流等。在娃娃家中还可以组织幼儿与同伴对话，语言交流以及
意愿表达等活动。 

（三）在户外活动中培养小班幼儿语言的发展。小班幼儿的
生活主要是游戏活动构成的，包括早操、游戏、散步等一些户外
活动。而这些活动一般都是集体性活动，人员较多，相对较散漫。
在这种情况下，幼儿 善于表达自己想干什么、想和 一起做什
么。老师应抓住关键点，引导，鼓励幼儿进行语言交流。 

（四）充分利用图书角来打开小班幼儿的心灵，让幼儿更自
由的表达自己眼里的世界。小班幼儿的认知有限，但想象却是无
限的，图书角是幼儿展现自己的语言的好地方。根据小班幼儿的
年龄特点，选取以鲜明图画为主但页数不多的图书，组织幼儿去
阅读图书。小班幼儿还是很乐意讲述自己眼里的东西，老师做到
注意引导、耐心引导、适时鼓励。 

结束语：综上所述，语言能力是人类智力结构中 重要的基
础能力之一。是幼儿发展其他各方面能力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先决
性条件。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小班幼儿的口语表达
能力的培养是幼儿园小班教师教育工作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小班
幼儿教育是孩子语言教育的关键时间，黄金时段，我们需要关注
和加强这一时段的语言教学，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养
成良好的语言习惯。不断更新学习和教学方式，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让孩子真正走进课堂，热爱学习语言，善于用健康的语言
表达所思所想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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