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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前期问卷调查及教师访谈统计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将

对调查结果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出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在当前

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后期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1　运用的意识薄弱

一种语言的学习学需要语言环境的长期熏陶与浸润，这也是

浸入式教学模式兴起并逐步发展的原因。浸入式教学模式强调学

习者“浸泡”在目标语言环境中，“这种‘浸泡’并非是随

意和盲目的，而是一种既有目标又有层次的潜移默化、循序渐

进的教学过程。”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运用正是追求这种

“浸泡”的语言学习形式，但是并不是每位老师都能对幼儿英

语教学视频给予充分认识。

在第一个问题“我比较熟悉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调查

结果中，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选项的占比是41%，选择“不

符合”选项的占比是25%；在第二个问题“我在教学中坚持使用幼

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调查结果中，选择“非常符合”和“符

合”选项的占比是36%，选择“不符合”选项的占比是27%；在第

三个问题“我会为课堂准备充足的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调

查结果中，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选项的占比是27%，选择

“不符合”选项的占比是51%，由此不难看出，在调查问卷结果中

符合类占比呈下降趋势，从41%到36%再到27%；不符合类占比呈

上升趋势，从25%到27%再到51%。

从“熟知教学资源”到“坚持使用资源”再到“为课堂准备

充足的教学资源”，这是对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认识的逐层深

入，但是符合类占比却是逐渐下降，不符合类占比逐渐上升，以

至达到51%的高度，一是说明很多教师对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

认识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二是说明大部分教师在此资源的实际

运用方面意识淡薄，缺乏积极主动性。

2　运用的目标不够明确

多项研究表明教学视频功能不可忽视：“教学视频作为有效

学习辅助工具，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幼儿看到能吸引自己

注意力的视频时，会调动全身各类感官齐上阵，视听绝不含糊，而

且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下意识地去模仿语音语调，在会话

中也会积极配合同伴，激发语言输出，符合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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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无论是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还是

从知识与能力目标的角度来讲，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运用在

达成三维目标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调查结果中，围绕情感与价值观目标，77% 的教师在“我

使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是为了激发幼儿英语学习兴趣”问题中选

择了“非常符合”和“符合”类选项，只有6%的教师选择“不符

合”选项，在这一方面，老师们对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

目标很明确。但是在过程与方法目标方面不容乐观，面对问题“我

使用幼儿英语视频资源能为幼儿提供纯正的语言环境”，只有29%

的老师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类选项，高达47%的教师选

择“不符合”选项，由此看出，老师们对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

在为幼儿英语学习创设地道语言语言环境方面认识不到位，目标

不明确。同样，在知识与能力目标方面，面对问题“我使用幼儿

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能帮助幼儿提升英语语言组织能力”，只有25%

的老师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类选项，高达36%的教师选

择“不符合”选项，甚至有17%的教师选择“非常不符合”的选

项，不难看出，在知识与能力目标方面，老师们不仅对幼儿英语

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目标认识不明确，甚至达到怀疑或者排斥的

程度[ 1 ]。

3　运用的类型不够丰富

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体量大且内容丰富，一般分为英语儿

歌、chants、英语故事、原版英语动画等。其中英语故事包含内

容较多，如传统经典故事小红帽、三只小猪等，这些故事被制作

成为各种层次的动画，配以字幕、音乐等；除此以外还有越来越

受欢迎的英语原版绘本，如Eric Carle系列、David Shannon系

列、Anthony Browne系列等等，这些经典绘本也被制作成精美的

视频，有外教地道的朗读，还有引起孩子兴趣的画面；原版英文

动画含量更多了，仅以问卷中的一部分作为代表。

在第7题“我常用的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有”的问卷结果

中，57%的教师选择英语儿歌，23%的教师选择英语故事，11%的

教师选择chants，三者合计占到91%，占据幼儿英语视频资源的

绝大部分，这是传统教学资源，并不意外，而与此对比，8%的教

师选择原版英语动画说明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移动终端极其便



11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利的条件下，教师们对于更优质的资源探索不足，更倾向于传

统教学资源。在第8 题“我熟知的幼儿英语儿歌资源有”的问

卷结果中，与第7 题类似，选择“Super Simple Songs”的

教师占到42%，选择“鹅妈妈童谣”的教师占到53%，这二者

作为传统教学资源合计占比是95%，对于其他新型资源则很少有

教师选择。在第9 题“我常用的原版幼儿英语动画资源有”的

问卷结果中，选择“迪士尼电影系列”的教师占到44%，选择

“迪士尼魔法英语系列”的老师占到27%，二者作为迪士尼经典

资源合计占比是71%，而对于能够给予更广泛生活场景的“儿童

认知系列，如卡由、米奇妙妙屋、粉红小猪妹等”资源仅占

4 %，“经典绘本系列”也只占 5 %。总之，教师们对于幼儿英

语教学视频资源的选择仅限于传统的英语儿歌、英语故事及迪士

尼英语系列，相对于能够提供更多生活化场景的学习资源来说比

较传统且单一。

4　运用的频率比较低

学习是一个复习旧知识掌握新知识的过程，同时教师需要按

照遗忘规律及时组织有针对性的复习，语言学习也需要遵循这样

一个过程，同时，也需要使用语言材料对学习者进行反复地刺

激，以达到掌握该语言的目标。

从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频率地调查来看，教师对资源

运用的频率低，体现在下列数据中：第 1 0 题“我每周在课堂

上使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的次数是”，17% 的教师选择1-2 次，

55%的教师选择3-5次，这两部分教师在一周的时间内，几乎做

不到每天都使用视频资源；第11 题“我在一节课上使用幼儿英

语教学视频的次数是”，83% 的教师选择1 次，在不考虑视频长

度的情况下，大多数教师一节课使用一次视频资源限制了语言材

料的丰富多样性；第12 题“2-4 周内，我会在课堂上重复使用

同一个幼儿英语教学视频”，选择“非常符合”、?“符合”、

“一般”的教师占比总数是74%，即教师们已经关注到语言学习

中的反复性，但仍有 26 % 的教师选择“不符合”，即视频不会

在2-4 周内重复使用[2]。

5　运用的方法老旧

在教育学博士常华锋所著的《生本教学论中》谈到：教

学方法是教学交往的“媒介”与“途径”，是为了使教学“事半功

倍”。在“我在使用幼儿英语视频的过程中用到的主要教学方法

有：（可多选）”的问卷调查结果中，如表3-6、3-7所示，选择E

选项“无方法仅播放”的教师达243人，样本百分比是76.18%，

应答百分比是59.85%，这是老师们在幼儿英语视频资源教学中没

有认识到教学方法重要性的表现，在幼儿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教师

既没有对视频语言内容做导入，呈现、操练，也没有在幼儿的认

识领域加以引领，更没有对幼儿观看视频的反应做出总结，忽视

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教学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我使用的幼儿英语视频资源教学方法是集体备课研究决

定”的调查结果中，选择“不符合”选项的教师占到79%，在

“我在使用幼儿英语视频资源的过程中有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

新”的调查结果中选择“不符合”选项的教师占到81%，这两

个远远超过半数的数字说明教师在运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

过程中缺少集体教研，没有建立教学团队，也极少有教学方法

的改革与创新。

6　运用的效果有局限

教学效果是所有教学活动的落脚点，教学效果也体现在多方

面。本次调查主要从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语音效果、

词汇效果、口头表达能力效果以及语法规范效果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第16 题“我认为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效果体

现在语音的标准方面”，选择“非常符合”、“符合”、“一

般”选项的教师合计占比是84%，选择“不符合”的教师占比

是1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可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

的运用效果能体现在孩子的语音方面。然后，第 1 7 题“我认

为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效果体现在词汇的增长方面”，?选

择“非常符合”、“符合”、“一般”选项的教师合计占比

是 5 2 %，选择“不符合”的教师占比是 4 8 %，结果说明，教

师们认为资源运用效果在幼儿词汇增长方面的体现不如语音效果

明显，对资源运用能够扩大幼儿英语词汇量方面有近半数的教师

不认可。第18 题“我认为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效果体现

在口头表达能力的提升方面”，? 选择“非常符合”、“符

合”、“一般”选项的教师合计占比是 3 8 % ，选择“不符合”

的教师占比是62%，结果说明，62%的教师不认同资源的运用能

够提升幼儿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最后，第 1 9 题“我认为幼

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效果体现在语言符合语法规范方面”，?

选择“非常符合”、“符合”、“一般”选项的教师合计占

比是 2 7 %，选择“不符合”的教师占比是 6 8 %，选择“非常

不符合”的教师占比是5%，结果说明大多数教师不认可资源运

用效果能体现在幼儿语言符合语法规范方面，甚至强烈反对[3]。

资源运用效果在语音、词汇、口头表达能力以及语言符合

语法规范这四个方面，赞同的人数断崖式下降，反对的人数激

增，反映出资源运用效果的某些方面的缺失，教师未能从多角

度实现幼儿英语视频资源运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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