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DOI:10.12361/2705-0866-05-07-13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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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学前教育中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语言发展在儿童早期是关键的发展领域，对

儿童的全面成长和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语言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儿童能够有效地沟通和表达，还与儿童的认知

发展、社交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密切相关。语言发展对儿童的沟通交流能力具有直接影响。通过语言，儿童能够表达自己的

需求、情感和思想，并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有助于儿童建立自信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

在学校和社交环境中的适应能力。语言发展与儿童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通过语言的运用，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信

息，推动认知的进步。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培养他们的观察、分析和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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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importance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reschool educati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a key area of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hildren’s overall growth and 
learning. Good language development not only means that children can eff ectively communicat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bu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social skills, and learning abilities. Language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Through language, children a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needs, emotions, and 
thoughts, and engage in eff 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can help children establish self-confi dence 
and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mprove their adaptability in schoo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se of language, children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promoting cognitive progress. The improvement of language abilit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hinking 
abilities, cultivating their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reason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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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前教育是儿童生命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语言

发展作为学前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儿童的综合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良好的语言发展不仅能够帮助儿童有效

沟通和交流，还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交能力和学习能

力紧密相连。因此，理解学前教育中语言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对于教育者和家长来说具有

重要意义。

1  学前教育中语言发展的重要性

1.1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

1.1.1在学前阶段，语言发展对儿童沟通交流能力的培

养具有关键作用。通过语言，儿童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

情感和思想，并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良好的沟通交

流能力有助于儿童建立自信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具体而

言，教育者在学前教育中应重视儿童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听

力理解能力的培养，提供丰富的语言刺激和沟通机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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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儿童积极参与对话和合作活动。

对于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教育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提供多样化的口语活动：例如角色扮演、故事讲述、口

头问答等，激发儿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提供正面的反馈和指导：鼓励儿童用清晰、准确的语言

表达，同时帮助他们改进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

1.1.2对于听力理解能力的培养，教育者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提供丰富的听力材料：例如音乐、故事、诗歌等，培养

儿童对语言声音的敏感度和理解能力。

引导儿童聆听并理解他人的意图和信息：通过听取他人

的意见、指示或故事情节等，培养儿童捕捉关键信息和理

解上下文的能力。

1.2与儿童认知发展的关联

语言发展与儿童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语言能力的提升

促进了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帮助他们理解和处理信息，

推动认知的进步。具体而言，教育者在学前教育中应注重

培养儿童的语言思维能力，提供适当的问题和挑战，激发

儿童的思维发展。

为培养语言思维能力，教育者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提出引导性问题：通过提出开放性问题，鼓励儿童思

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

引导儿童描述和解释：鼓励儿童用语言描述事物的特

征、关系和过程，培养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1.3社交能力的发展

语言是社交互动的基础，良好的语言发展为儿童社交能

力的培养提供了关键条件。通过语言的运用，儿童能够参

与各种社交互动，与同伴建立联系，培养友谊，学会合作

和解决冲突，进一步发展社交能力。具体而言，教育者在

学前教育中应创设丰富的社交环境，组织合作活动和角色

扮演，鼓励儿童积极参与社交互动，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

和社交技能。为促进社交能力的发展，教育者可以尝试以

下方法：

1.3.1提供合作机会：组织小组活动和团队游戏，让

儿童学会合作、分享和协作，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合

作技能。

1.3.2教导解决冲突的技巧：引导儿童学习有效的沟通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他们处理冲突和构建积极关系的

能力。

1.4学习能力的提升

良好的语言发展为儿童学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备良

好的语言能力的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参与课堂

讨论，积极思考和解决问题，提升学习能力。具体而言，

教育者在学前教育中应关注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词汇量

的积累，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经验和机会，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2  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

2.1家庭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儿童最早接触语言的地方，家庭成员的语言

输入和亲子互动对儿童语言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语言丰

富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互动会提

供更多的语言刺激和机会，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例

如，父母与儿童的对话、共读活动、唱歌和玩耍都能帮助

儿童扩展词汇量、提高语音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此外，

家庭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也会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影

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统习俗有助于丰富儿童

的语言经验和语言多样性。

2.2教育机构的语言教学质量

学前教育机构的语言教学质量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着关

键作用。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方法、教材和资源等方面

都会影响儿童的语言学习效果。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创新的

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儿童的语言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育者

应注重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不断探索适应儿童发展需求

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例如，通过创设情境和游戏化的学习

活动，教师可以激发儿童的参与度和主动性，提供丰富的

语言输入和互动机会，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

2.3亲子互动与语言发展

亲子互动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环节。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对话、共读、游戏和交流能够促进儿童的语言能力提

升。积极的亲子互动有助于儿童语言技能的发展，同时也

增强了亲子关系。在亲子互动中，父母可以主动与孩子展

开对话，回应和扩展孩子的语言表达，提出引导性问题，

引发孩子的思考和表达。共读活动也是提高儿童语言能

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父母可以与孩子一起阅读有趣的故事

书，分享阅读体验，并讨论故事情节和角色。此外，家庭

中的游戏和交流时间也提供了儿童语言发展的机会，例如

一起进行角色扮演、解谜游戏或进行日常生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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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多语言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多语言环境对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多语

言环境下，儿童可能面临语言输入的多样性和转换的挑战，

但同时也有机会掌握多种语言。多语言环境可以为儿童提供

更广泛的语言输入和学习机会，促进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

力。然而，对于某些儿童来说，多语言环境可能会导致语言

输入的分散和混淆，对语言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教育者和家长可以采取措施来支持儿童的多语言发展，

例如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引导，使用明确的语言模式和语言输

入，为儿童创造使用不同语言的机会和环境。

3  教育者和家长在促进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3.1创设语言丰富的环境

教育者和家长应创设一个语言丰富的环境，提供丰富多

样的语言刺激和学习机会。以下是教育者和家长在创设语言

丰富环境方面的具体作用：

3.1.1提供多样的语言刺激：教育者和家长可以通过听

故事、唱歌、玩游戏和进行实际体验等活动，给予儿童多样

化的语言刺激。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扩展词汇量、提高语

言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1.2提供多样的语言材料和资源：教育者和家长应提

供多样的语言材料和资源，如图书、音频、视频、绘本和游

戏等，激发儿童的语言学习兴趣。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能够

让儿童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动力。

3.1.3创造积极的语言学习环境：教育者和家长可以创

造积极的语言学习环境，让儿童感受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和

价值。他们可以表达对儿童语言学习的肯定和鼓励，提供适

当的挑战和反馈，激发儿童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

3.2提供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

教育者在促进儿童语言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下

是教育者在提供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方面的具体作用：

3.2.1选择适合儿童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教育者需要根

据儿童的年龄、兴趣和学习特点，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和策

略。例如，情境教学可以让儿童在真实的语境中学习语言；

角色扮演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语言运用能力；游戏可以

通过有趣的方式培养儿童的语言技能。

3.2.2个体化的教学方法：教育者应关注每个儿童的个

体差异，根据其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发展水平，提供个体化的

教学方法和支持。通过了解儿童的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和学

习能力，教育者可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提供更有效的语

言学习经验。

3.3加强亲子互动与沟通

家长在儿童语言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家长

在加强亲子互动与沟通方面的具体作用：

3.3.1与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互动和沟通：家长应与孩

子保持密切的亲子互动和沟通。他们可以与孩子进行对话、

共读、讨论，关注孩子的兴趣和体验，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

受。积极的亲子互动可以促进儿童的语言技能发展，同时也

增强了亲子关系。

3.3.2支持和鼓励：家长的支持和鼓励对于儿童的语言

发展至关重要。家长可以表达对孩子语言表达的欣赏和肯

定，鼓励孩子勇敢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们可

以与孩子一起分享和讨论各种话题，培养孩子的语言思维和

表达能力。

结语

在学前阶段，儿童语言发展对于他们的全面成长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语言发展不仅有助于儿童在日

常生活中的沟通交流能力，还对他们的认知发展、社交能

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深

入了解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并高度重视教育者和家

长在促进儿童语言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认识

到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是儿童最早的

语言环境，父母和家庭成员的语言输入、亲子互动和家庭

文化对儿童语言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语言丰富的家

庭环境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多的语言刺激和机会，促进他们

的语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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