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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口语技巧中的具体感受训练
夏晓奕

（石家庄市藁城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2160）

摘要：在幼儿教育工作中，口语技巧的运用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教育责任。幼儿处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他们的语言发展和社交

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口语表达的影响。本文结合语言活动中的故事讲述，探讨如何通过具体感受训练来提高幼儿教师的口

语技巧，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与幼儿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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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受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感受”是指接触外界事物得到的

体会和影响。在实际生活中，环境的冷暖、光线的明暗、关系的

亲疏都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在口语交际的过程中更是如此。

所谓“感之于外，受之于心”，幼儿教师在口语表达的过程中除

了运用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外在技巧外，还需要通过感受

作品这一内在技巧加深对文字内容内在情感和逻辑的理解，挖掘

语言文字的内涵，从客观文字中引发情感，从而增强口语表达的

生命力和感染力。

二、感受的种类

感受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感受，一类是整体感受。其中具

体感受又分为形象感受和逻辑感受。

（一）形象感受是指教师通过文字媒介唤起相应的形象记忆、

情绪记忆、动作记忆，并调动有意联想和再造想象，将语言信息

演绎为具体形象的感知过程。这种感受主要来源于作品的形象性，

以文学作品为例，通常由表现情、景、理、人、事、物的实词体

现出来，因此在朗读时应抓住这些关键实词，调动相应的视觉、

听觉、味觉、嗅觉、肤觉、空间知觉、时间知觉、运动知觉，形

成立体化的形象感受。

例如下面一段话：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

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朱自清《背影》）

这段话引发的形象感受首先是视觉感受，由“黑布小帽”“黑

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等色调勾画的笨拙但高大的父亲形象

跃然纸上。“蹒跚地走”“爬”“攀”“缩”等动词引发运动知觉；

“探身下去”“穿过”“爬上”调动空间知觉。这些形象感受都

需要教师认真地揣摩，找到合理的内心体验状态，真切体会到父

爱的深沉和静默，同时借助重音、语气、语调等口语技巧表现出来。

又如下面一段话：

最可怕的人生见解是把多维的生存图景看成平面，因为那平

面上刻下的大多是凝固了的历史——过去的遗迹；但活着的人们，

活得却是充满着新生智慧的，由不断逝去的“现在”组成的未来。

人生不能像某些鱼类躺着游，人生也不能像某些兽类爬着走，而

应该站着向前行，这才是人类应有的生存姿态。

（[ 美 ] 本杰明·拉什《站在历史的枝头微笑》）

这段话是引发时间知觉的典型例子，“时间”是抽象的概念，

作者把“过去”“现在”“未来”凝缩成一幅多维的生存图景，

描绘了这幅图景中鱼类、兽类、人类的生存姿态，让无形的历史

长河变得具象化。

（二）逻辑感受是指教师对文字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感知，

从而明确作品的思想脉络、语句关系以及概念推理。逻辑感受包

括并列、对比、递进、转折、主次、总括、因果等多种感受，常

常通过关联词来展现。

例如：

尽管他乡的水更甜，山更青，他乡的少女更多情，他乡的花

草湖光更温柔，然而，人仍然是爱他的故乡的。（转折关系）

（魏巍《寄故乡》）

可是小金龟子老睡不着，原来那果壳儿做的摇篮太硬了。（因

果关系）

（冰波《桃树下的小白兔》）

骆驼很高，羊很矮，骆驼说：“长得高多好啊！”羊说：“不

对，长得矮才好呢！”（对比关系）

（佚名《骆驼和羊》）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并列关系）

（朱自清《春》）

三、具体感受的训练

形象感受和逻辑感受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具体感受都是对

文本整体感受的组成部分，朗读时既要注意形象感受，又要注意

逻辑感受，做到深化具体感受，整体把握作品。在口语训练的过

程中，具体感受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在讲述者个人的

认知、学识、阅历、修养的基础之上，要求对文字作品具备高度

的感受能力，能够运用恰当的口语表达技巧生动地再现文字，通

过语调的起伏、语速的快慢、声音的强弱等方式来表达字里行间

的喜怒哀乐，增强有声语言表达的听赏效果。具体感受训练可从

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理清作品脉络，确定感情基调

要想深切地感受文字内容，首先应对文字作品的创作背景、

逻辑框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例如对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

经过、结果六要素有明确的梳理，准确把握作者的整体感情色彩，

从而确定朗读的态度，使作品基调得到完美的体现。例如郑愁予

的《错误》表达的是诗人体恤闺中女子寂寥的守候，感情基调是

失落、苦闷的，在朗读时应注意采用气沉声缓的语气和平直的语调。

错误

郑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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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

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

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二）调动多种感官，发挥共情能力

具体感受训练需要运用多种感官积极地去感受、体验故事中

的角色、情节和情感，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的内容，建立起

与故事中角色的情感联系，增强情感共鸣。

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

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

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

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

动，像闪电一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

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

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朱自清《荷塘月色》）

教师在对这段文字进行语言叙述与表达时，最先的形象感受

是由“曲曲折折”“弥望”这些文字形成的空间感受，因此在表

达时应该气沉声缓，营造“荷塘”的整体空间形象。其次是叶子

和白花的各种比喻形象带来的视觉冲击，“明珠”“星星”“美人”

等实词贴切俏皮；“渺茫的歌声”运用通感的写法将听觉也一并

调动起来，以有声衬无声，刻画出荷塘的静谧景色，在朗读时应

气徐声柔，表现作者寄情山水、暂得闲适的愉悦之情。最后是“颤

动”“闪电一般”“传过”等动词引发的运动知觉，让荷塘月色

立体鲜活起来，在朗读时应声高气满，暗含作者渴望自由的心绪。

在阅读前应了解朱自清“颇不宁静”的心境来由，在朗读时充分

调动大脑和感官，全身心地沉醉在荷香如歌、似有若无、花叶颤动、

流波溢彩的荷塘美景之中，才能增强有声语言的感染力。

（三）借助教育教学，增强实践训练

幼儿教师在口语训练的过程中，可结合语言教育教学活动进

行具体感受训练。在故事教学的过程中，具体感受训练的方法有

以下四种。

1. 合理选材

根据听者的年龄特征、生活经验、兴趣爱好和心理特点，选

择内容丰富、情感真挚、具有教育价值的儿童故事，确保故事能

够引起师生共鸣。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猜猜我有多爱你》

《丑小鸭》《妈妈发火了》《出售自己的蛇》《小白兔的蘑菇伞》

等故事作品。

2. 积累经验

具体感受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为了增加对故事的真

切体会，从而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作品，教师应当注意积累生活

中的感性经验，学会调动“五感”去体会日常中的喜怒哀乐，并

适时地将生活经验迁移到故事讲述中去。例如在讲述故事《蔷薇

别墅的老鼠》中的结局：“他，流浪了许久的老鼠班米，也静静

地坐在蔷薇花旁边，流着眼泪，就像许多年以前蔷薇小姐为他流

泪一样。”要求幼儿教师能够深刻体会班米对蔷薇小姐的感恩和

怀念之情，并用深沉、引人深思的口吻叙述出来，从而升华故事

主题，这就要求教师能够联系实际生活经验，调动记忆联想和再

造想象，把故事中的情节转化为亲身经历的事，进入到具体的事件、

场景中去，感同身受，触景生情，共情故事角色。

3. 描述细节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细致描绘故事场景加深

对故事的具体感受。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故事中的环境、天气、

景色等来感受故事中的氛围和情感。例如故事《九十九年烦恼和

一年快乐》中的情节：小浣熊来到老犀牛爷爷家做客，一走进门，

他吓了一跳，简直就像到了杂货仓库，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连脚都没处放，老犀牛爷爷想倒茶给客人喝，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茶杯。这里关于环境细节的描述可通过强调重音来增强视觉感受，

体现老犀牛爷爷家的凌乱和无序。此外，也可以通过对角色外貌、

声音进行细致描述，在头脑中形成更生动的画面，增强感官体验。

例如在故事《小旅鼠的冬天》中，通过变换音色、运用拟声技巧

讲述下列情节：“叽叽叽”飞来了一群鸟儿，鸟儿跟着一起唱起来。

“吧嗒吧嗒”，跳出一群兔儿，兔儿跟着一起唱起来。“呼哧呼哧”，

走来了一群熊，熊跟着一起唱起来，能够极大地增强听觉感受，

建立对故事的立体化欣赏。

4. 提问互动

巧用提问技巧可以帮助教师深化对故事内容的了解，加深对

故事的具体感受，拓展相关经验。教师可根据故事情节提前设计

问题，或预测讲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可围绕儿童的兴趣

点产生问题。问题的提出应根据幼儿的年龄具有启发性和开放性，

一般分为描述性问题、思考性问题和假设性问题。例如针对故事

《三只蝴蝶》，可设计描述性提问：三只蝴蝶分别是什么颜色的

呢？她们齐声说的什么呢？这类问题可以强化师生的视觉感受，

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又如为故事《小猪奴尼》设计思考性问题：

妈妈为什么不认识奴尼了？启发幼儿思考问题推进故事情节，调

动倾听愿望。在讲述完故事《爷爷一定有办法》后发散幼儿思维，

提出假设性问题：如果那颗奇妙的纽扣没丢，爷爷还会把它做成

什么呢？让幼儿深刻体会爷爷的聪明能干和祖孙之间浓浓的爱意。

四、结语

具体感受训练借助对文字的逻辑分析、想象加工和情感体验，

能够加深教师对文本情境、角色、情绪和情感的逻辑感受和形象

感受，同时更深入地理解故事的内容和主题，增强理解能力，培

养共情能力，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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