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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将改变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将重塑教育的形态，重新定义学
校，重新认识学习，重新理解课堂，重新构建学习路径”（《中国
教育现代化2035》）。课程建设需要重构来适应新的形势。

1  思政与课程的融合
幼儿教师口语课思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 1 概述部分增加思政内容。（1）语言对于国家、民族

的政治意义。（2 ）汉语语音优美动听的审美文化传承，激发
热爱的情感体验。（3 ）汉语口语发展历史。突出重点“白话
文运动”的意义。（4 ）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及意义。（5 ）教
师学习普通话的意义。

1 . 2 训练材料增加思政内容。（1）普通话。例如，词语
训练增加相关概念、进步革命家、思想家等；绕口令训练增加
进步思想的诗歌、语录、短文。（2 ）一般口语。朗读、讲
故事、演讲等，可以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爱国主义等主
题内容。（3 ）幼儿教师口语。增加教育家、教育思想、教
育故事、教育名言、教育方针、政策等，实现立德树人使命。

2  教师智慧教育综合素养的提升
2.1 知识结构建构。三教改革之首是教师，口语教师应掌

握与课程教学相关的知识。如：了解语言科学，包括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语言学知识；语文知识，包括
写作学、阅读学、听说科学等；社会交际学知识，包括公共
关系学、社会学、演讲学、辩论学；艺术表演学、美学知识
等，包括朗诵学、戏剧学、表演学、教师礼仪学、配音学等；
哲学、思维学、逻辑学、发展学、创新学等。

2 . 2 教学能力提升。教师应具备多元复合能力。（1）心
理诊断能力。口语表达与心理密切相关，教师具备高水平的注
意力、观察力、想象力、联想力、思维力、记忆力等能力，
才能更好的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对症下药”开启学生的智
力闸门，创造性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察言观色”是教师对学
生的“望闻问切”，也是师范学生必须学会的能力。（2 ）较
强的听辨能力。听辨能力是听话人借助听觉分析感官接收到的语
言信息并通过思维加以理解、吸收的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有
意注意能力，辨音识义的能力，理解语义的能力，辨析品评的能
力。听说是不能分离的，听是信息知识的语音输入过程，说是加
工后的语言知识信息的语音输出过程，连接听说的纽带是对知识
或者语言的加工。“听懂会说”是教师的核心能力。（3）较强的示
范能力。教师口语具有示范、陶冶、影响的作用。没有良好言语
修养的教师不会是好教师。能说善听是口语能力的外部特征，具
体化为一种人际交往能力。（4）高超的教学艺术。教师需要整合
多学科来构建自身的科学训练体系。要有以大数据、万物互联、智
慧教学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素养素养；要善于线上、线下、学校、家
庭、社会等混合式场景教学能力；要善于抓取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各种数据，并形成学生学习情况的大数据库，要具有善于根据具
体的学习内容设置不同的环境展开生动教学的能力。（5）持续自
我发展能力。口语课涉猎学科广泛，在移动终端下，师生学习机
会均等。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势不可挡，学生完全可以在移动终端
学习到各种知识，教师不可避免的面对学生学习的挑战。教师

中职“幼儿教师口语”课程建设探讨

杨  青
沈阳艺术幼儿师范学校，中国·辽宁 沈阳 110015

【摘　要】幼儿教师口语课作为中职幼儿师资培养的必修技能课，必须整合资源，积极创新，完成“三教”改革使命。本文重在
探讨新时代下课程建设构想。

【关键词】中职；幼儿教师口语；课程建设

要有反思教学的能力，更新教育观念、学科知识、智慧教育技
能，走出因循守旧的模式教学，锐意改革，与时俱进。

3  体现学生主体的教育发展观
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幼儿教师口语”能力，以此为切入

点，组织学生主体的口语实践活动。能力的非传递性和内在性
决定教学方法必须以言语实践为最基本的方法，它必须有学生主
体的操作实践才能最后实现教学目的。因而必须强调学生的主体
地位，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3.1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组织教学。要把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
始终作为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把主体性教育观念渗透在
教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从而优化整个教学。

3.2 针对学生特点设计学习活动。要了解学生的特征并进
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特征的基础上，才
能适时地提出新的任务。教师必须对学生的整体素质进行基本的
了解和评估，教学才能进行“把向”教学，取得精准的“助学”
效果。

3.3创新理念设计学习活动。在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中要能体
现学生的创新精神，要让学生能根据自身行动的反思来形成对客
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自我反思）。

3.4 跨学科综合设计学习活动。创造多种机会、多种情境活
动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口语的学习活动就是言语实践的过
程。口语能力培养融入一切活动中，一切活动都是能力的训练媒介。

4  教学内容创新性开发利用
三教改革之二是教材。一切教学改革，都会归结为教学内

容的改革，内容的改革又会在教材中具体表现出来。
4.1 合理使用教材。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心理特

点来合理使用教材，恰当取舍增减教材内容，设计教学活动。
4 . 2 合理增加内容。树立“大幼儿教师口语课”观，以

课为核心，发散到所有学科、活动、场所，体现“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教育”教育观。一切课堂都是“幼儿教师口
语”课的课堂。

4.3增加职业内容。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或者幼儿保育
专业，要体现教师职业特点，体现师德培养，要增加教育因素的
修养内容，让学生在课程内尽可能多的接触到更多的教育思想，
有更高的教育素养。

4.4增加复合内容。以课程为切入点，增加新时代思想的、跨
学科的、综合性、复合性、专业性的课程内容。

5  体现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教育内容
“三教改革”之三就是方法改革。科技的发展给教师带来

了教育技术的革命，“机不离手”的国民现象普遍存在。问卷星、
小管家，小鹅通、钉钉、研学通等，为教师布置与批改作业提供
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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