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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对学龄前唐氏综合症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分析
李晓静　杨广林

（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要：伴随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和深入落实，对患有唐氏综合征儿童带来了巨大挑战，为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学习障碍，教师需对学

龄前的唐氏综合征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由于唐氏综合症儿童普遍存在语言发育起步较晚、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发音吐字不够清晰等问题，

使得他们在与其他人相处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困难。其中儿歌具有内容浅显、篇幅简短、语言通俗、结构单一的特点，因此，为提升唐氏

综合征儿童的语言能力，康复训练时可以通过教授他们哼唱儿歌的方式来锻炼他们的汉字发音和语句交流，最终能够促进学龄前唐氏综

合症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鉴于此，本康复训练项目为分析唐氏综合症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并探究儿歌与唐氏综合症儿童的关系，

儿歌对唐氏综合症儿童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儿歌教学措施，以期对教师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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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氏综合症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

（一）语言发育时间较晚

结合康复训练的实践调研和长期观察可知，患有唐氏综合症

的儿童多是在出生九个月之后开始吧咿呀学语，与其他正常的儿

童相比略晚两个月，并且咿呀学语的时间长短与其他正常儿童相

比不太稳定。并且还有研究报告指出，唐氏综合症儿童咿呀学语

持续时间一般比正常儿童要更久，并且会延续到两周岁之后，而

他们开始学习说话的年龄大约是在四岁到二十一岁之间。以上各

种研究都表明，唐氏综合症儿童语言发育较晚，并且咿呀学语时

间持续较长。另外处于幼儿阶段的孩子的语言发展规律一般都是

先听再说，因此，教师需为儿童创设适宜的语言环境，使其能够

自然而然地学会语言，并在周围人的影响下学会语言，基于此，

需要为唐氏综合症儿童创造适宜的语言情境，从而能够强化他们

的语言刺激，缩短他们的学语时长。

（二）汉字发音不够准确

其中在对多名唐氏儿童进行观察和研究后发现，唐氏综合征

儿童的话语运动功能比较薄弱，在他们的语言样本中发现单词发

音错误数量与正常儿童相比较高。另外正常儿童与唐氏综合征儿

童相比而言，唐氏儿童发音错误的持续时间较长，并且普遍存在

发音困难的现象，比如他们回将“老师”说成“老西”“哥哥”

说成“多多”等等。以上种种现象也表示着，唐氏综合征儿童普

遍存在发音不准、吐字不清的问题，他们的语言功能有些缺陷，

久而久之，会影响他们的人际交流和内心表达。基于此，教师可

以采用声韵活泼、节奏鲜明的语言来帮助学生纠正发音。

（三）儿童词汇储备较少

结合康复训练研究发现，不同的唐氏儿童在发出第一个词汇

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些儿童在出生后九个月开始说话，

但是有的则是在七岁之后才说话。另外结合现有数据分析发现，

唐氏综合征儿童一年所表达的词汇约为 20 个，但是其他正常儿童

则一般是 250 个。另外唐氏综合征儿童在三岁到六岁之间的词汇

词表达平均数量为 116、248、272 以及 330，但是正常发育的儿童

在六岁时已经掌握有上千个表达性词汇。由此可知，唐氏儿童词

汇储备较少，并且发展速度较慢，究其根本，多是因为患有唐氏

综合征的儿童记忆能力较差导致的，其中听觉短时记忆和视觉短

时记忆相比前者更差，因此，短时记忆方面的缺陷会限制儿童口

头信息记忆、语言加工处理等能力的发展，最终影响了他们的词

汇学习和储备。基于此，教师需选择内容浅显、易于记忆的内容

来开展教学，进而能够不断提升唐氏儿童的词汇储备量。

（四）语句无法连贯起来

研究人员针对唐氏儿童在叙述性话语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

以下观点：唐氏儿童存在省略功能语素的问题，并且比较频繁，

由此可知，唐氏儿童咋语言形态和语言结构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并且形态方面的问题要更为严峻。唐氏儿童存在的语言不够连贯

和心态词语省略的问题均会影响他们后续沟通和表达。在根据将

近一千份的唐氏儿童父母问卷中发现，其中一半以上的家长表示

经常无法理解儿童的话语，并且还有三分之一的家长表示有时无

法理解儿童的话语。由此可知，教师需要选择篇幅短小、结构简

单的语言教学内容来开展语言教学，进而能够不断提高唐氏儿童

的语言连贯性。

二、儿歌与唐氏综合症儿童之间的关系分析

唐氏综合症儿童普遍存在语言发展缓慢、语言能力较低、发

音吐字不清以及运用能力较差的问题，为使得他们能够尽快融入

到社会生活中，需要针对学龄前的唐氏儿童开展康复教学，并着

重训练他们的语言能力。教师需从他们的发展规律着手开展以上

工作，即六岁之前是唐氏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该阶段

他们容易产生语言刺激反馈，并且接受性语言的出现要早于表达

性语言，之后会在掌握发音的同时扩展词汇，从而使得语言表达

变得完整其阿里，另外他们还喜欢模仿和说话，对于儿歌形式的

内容比较容易接受。其中儿童有着篇幅简单、词汇简单、朗朗上

口的特点，并且很多儿歌内容与幼儿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从而

有着富有情绪和简单直白的特点，易于幼儿理解和模仿，能够有

效调动幼儿学习儿歌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儿歌多是从幼儿角度来

写的，并且多是采用幼儿的语言来描述事物的，表达了幼儿对社

会生活的观念和情感，充满天真和童趣。为此，康复训练时以儿

歌为基点来开展语言教学，这种简洁明快、音律向亮、幽默风趣

的儿歌内容能够使得课堂变得生动形象起来，进而能够丰富幼儿

的体验感知，提升唐氏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儿歌对学龄前唐氏综合症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

（一）培育儿童形成倾听习惯

教师可以通过为唐氏儿童播放儿歌和教唱儿歌来帮助他们形

成良好的倾听习惯，并且还能够锻炼他们的听力，使其能够在欣

赏儿歌的过程中感知汉语语言的魅力，与此同时，还能够探知语

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这样，不仅可以培育唐氏儿童形成倾听

习惯，还能够锻炼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学龄前的唐氏儿童在多

次倾听的过程中，会逐渐领悟到儿歌歌词的内容和意思，进而能

够有效发展他们的语言思维和想象能力。比如教师在为学龄前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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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儿童播放《县官判令》这一儿歌时，各种中提及“今天你犯了

一个大错误，本官罚你一千次，由于时间不够多，本官罚你十二下，

一二三我切切切，四五六我捏捏捏，七八九我下油锅，十一十二

我端上桌”的内容，此时，教师便可以鼓励家长与唐氏儿童进行

互动与交流，在唱到切切切和捏捏捏的时候，家长需假装切和揉

捏儿童的手臂，而若是在唱到下油锅和端上桌时，则家长便可以

抬起、放下儿童的手臂，在这样的互动中，不仅可以训练唐氏儿

童的倾听能力，还能够锻炼他们的动作感知能力，久而久之，便

容易使其学会表达切、捏等动词。

（二）开展游戏激发语言兴趣

康复训练时选择的儿歌的故事情节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往往

却充满了夸张、怪诞、戏谑以及现象的趣味，使得整个儿歌充满

着生活气息和娱乐气息，能够在感染唐氏儿童的同时，使其获取

信息、发展能力。教师还应做出与儿歌适配的肢体动作来引导唐

氏儿童参与琼中，以上肢体动作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记忆和理解

语言内容，从而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教师在为唐氏儿

童播放《切西瓜》儿歌时，便可以趁此机会来锻炼唐氏儿童对拟

声词汇的表达，其中在唱到“咔嚓”“大西瓜，圆又圆”时，便

可以鼓励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在带领他们唱到“我把西瓜切

一下，切一下”时，则可以由一位儿童做出切西瓜的动作，之后，

其他儿童一起唱到“咔嚓咔嚓，大西瓜切呀切开了”时，众人再

将围城的圆从中间向两边打开。教师通过组织唐氏儿童学习《切

西瓜》这首儿歌，能够使其从原来不愿意张口、发声的状态变得

活泼、好动起来，使其能够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下模仿“咔嚓”的

词汇表达与运用。

（三）训练儿童掌握正确读音

康复训练时需提高对单词发音教学的重视程度，因为，唐氏

儿童掌握正确发音是他们后续锻炼口语技能的先决条件。教师可

以通过带领儿童念儿歌和唱儿歌来锻炼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其

中儿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能够有效激发唐氏儿童的学习兴

趣和动力，使其能够尽快沉浸到儿歌歌唱学习汇总，从而鞥能够

及时纠正汉字发音。其中教师为帮助唐氏儿童纠正“猫”的发音，

便可以为他们播放《大猫小猫》这首儿歌，其中在带领他们唱到“我

是一只大猫”时，便可以结合肢体语言来发出“喵喵喵”的声音，

通过夸张的动作来帮助唐氏儿童纠正发音。又比如为帮助唐氏儿

童纠正“抱抱”的发音，教师可以为他们播放《妈妈，我爱你》

这首儿歌，特别是在教他们唱到“妈妈，妈妈，我爱你，天天和

我在一起，抱抱你，亲亲你”时，加上肢体语言以夸张的方式呈

现“抱抱”的动作，进而能够引导唐氏儿童清晰地说出“抱抱”，

最终能够帮助他们克服语言不够清晰的问题。

（四）丰富儿童语言词汇储备

康复训练时需充分意识到词汇是语言的前提和基础，为使得

唐氏儿童能够更好地掌握语言工具，需要不断丰富他们的词汇积

累，使其能够自如地与他人交谈。其中教师便可以充分发挥儿歌

的语言幼师，儿歌歌词比较丰富，其中包含有动植物，还包括数

字等内容，其中动物类则有《一只哈巴狗》《小猪小猪肥嘟嘟》

《数鸭子》《小青蛙呱呱呱》《小跳蛙》《玛丽有只小羊羔》《小

老鼠，上灯台》《小兔子乖乖》《小白兔白又白》，《兔兔跳》，

而自然现象的则包含有《小雨沙沙沙》《我是小雪花》《太阳》《草

儿绿绿》《晚霞》《春天到》等等，而数字歌则包含《一二三四》

《小二郎》《数鸭子》《让我们荡起双桨》《两只老虎》《晚秋》

《朋友别哭》《隐形的翅膀》《种太阳》等等，不仅能够培育唐

氏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还能够丰富他们的课堂体验与感知，

在完整的语境中掌握各种词汇。

（五）提高儿童语言表达能力

康复训练时还应为唐氏儿童创设丰富且融洽的语言环境，这

是促进学龄前唐氏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中儿歌能够对幼

儿进行随机语言教育，为此，教师便可以借助儿歌来创设丰富的

语言教育环境。儿歌有着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与幼儿的

生活、学习紧密相关，为此，教师便可以借助儿歌来对唐氏儿童

进行随机语言教育。比如教师可以自主编创《我爱吃蔬菜》儿歌，

其中“弯弯的茄子我喜欢，我爱吃茄子，圆圆的番茄我喜欢，我

爱吃番”这句歌词便可以配上相应的肢体动作，使得幼儿能够在

了解不同蔬菜的外貌特征之外，能够锻炼他们的句式结构运用能

力，最终能够引导他们将所学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另外教师

在实际教学过程找那个，还可以编创一些相似的歌曲来丰富教学

内容，最终能够有效锻炼唐氏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人际交往能

力。

四、唐氏综合症康复教师开展儿歌教学的有效措施

虽然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与其他正常儿童相比，在一些方

面处于弱势，但是结合实践调研可知，他们具备突出的模仿能力，

他们会在懵懂时期模仿周围的事物，但是他们却缺乏辨别能力。

基于此，教师在教授唐氏儿童唱儿歌时，应做好示范作用，其中

包含有口型示范、肢体动作示范、面部表情示范，其中口型示范

要尽量夸张，从而能够让唐氏儿童清楚如何发音；在进行肢体语

言示范时所做的动作应是准确和到位的，并且动作幅度要大，从

而能够降低唐氏幼儿的模仿难度，使其能够跟着教师完成儿歌教

学内容，最终取得良好的语言康复效果。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做

好面部表情管理，为唐氏幼儿做好表情示范，使得他们能够在儿

歌教学的过程中了解“哭、笑、生气”等情绪，其中教师在笑时

可以配上“哈哈哈”的语言，在哭时配上“哇哇哇”的语言，在

生气时配上“哼唧唧”的语言，从而能够使得唐氏儿童能够尽快

学习和掌握。教师通过灵活运用儿歌来组织唐氏综合征儿童开展

语言训练，能够切实锻炼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还能够开发他们智力、发散他们思维，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五、结语

总而言之，为促进学龄前唐氏综合征儿童的健康发展，需要

对他们开展康复训练教学工作，由于儿歌对唐氏儿童的语言能力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培育儿童形成倾听习惯、开展游戏激

发语言兴趣、训练儿童掌握正确读音、丰富儿童语言词汇储备、

提高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为此，教师需借助儿歌这一形式来不断

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为他们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教

师可以培训在校大学生成为唐氏儿童的康复训练师，拓展和丰富

在校大学生的公益活动内容，为社会和唐氏儿童的家庭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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