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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让班级工作更有效
徐玉兰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心幼儿园幼山分园，江苏 苏州 215107）

谈话活动，是教师帮助幼儿围绕一定的主题，在一定范围内，

运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活动。通过谈话，可以拉近教师与孩

子之间的距离，使教师和孩子心灵得到沟通、情感得到交流。

一、在谈话中树立信心

只要我们老师用心观察，善于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可用

之才。在平时我就经常利用空余时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谈话活

动，让幼儿通过讨论，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并经常采用个别

鼓励与集体表扬等方式来帮助幼儿形成客观、正确的自我评价标

准，激励每个孩子朝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如我班有个叫芸芸的

孩子，父母亲智障，常年寄养在外公外婆家，她跟母亲挤在一间

又暗又小的房间里，常年不洗澡，孩子们都嫌她脏，个别孩子不

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和睡在一起，聪明友善的她领悟能力极强，但

在集体面前一说话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在大舞台上表演也是躲躲

闪闪，看到这一切，我决定帮帮这个孩子，我组织了谈话活动“谁

帮助了我”“怎么来感谢别人”等，在与孩子很轻松的聊天活动中，

孩子们想起了中班的《小猪操》是芸芸教给自己的，甜甜还想起

了上次绘画的彩色蜡笔都是芸芸借给她的……调皮的丽丽平时总

爱欺负芸芸，但芸芸总是让着她，听到伙伴们你一句我一句夸芸芸，

丽丽惭愧地低下了头，活动结束当我发出倡议：“大家都来和芸

芸做朋友！”的时候，芸芸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不停地跟

我说谢谢，得到了温暖的芸芸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开朗

活泼起来，学习也更加努力了，说话也响亮了。在校冬季运动会上，

她还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学期结束大家还评她为“好孩子”，

而我们其他孩子不仅不嫌她脏了，还学会了关心她，学会了感恩，

懂得了凡是不应该斤斤计较的道理。

二、在谈话中学会倾听

一位教育家曾这样说过：“教育的过程是教育与受教育者相

互倾听与应答的过程…… 倾听受教育者的叙说是教师的道德责

任。”教师倾听不但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是一种教育《纲要》在“组

织与实施”一栏中也向我们教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关怀、接纳、

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耐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

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探索与表达。记得有一天，我吃过午饭刚进

活动室，几个孩子就以“损坏公物”的罪名把中中、凡凡、滔滔

告了上来。经过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缘由——他们几个把小床当

画纸了。我走近一瞧，果然白色的小床抽屉上赫然留有勾线笔的

痕迹。这时，其他孩子也嘀嘀咕咕议论开了，纷纷指责他们的不是，

见事情被揭露，“被告”的那几位慌乱放下手中的玩具，灰溜溜

的躲到了一边，似乎就在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这

些孩子为什么好好的白纸上不画，偏要画在小床的抽屉上呢……

再说这几个孩子的平时表现还是可以的？”我正纳闷着。我想光

生气也没用啊，不妨站在孩子的一头听听他们的想法后再采取行

动。我把他们一个个请到了身边，亲切地问：“老师知道你们都

是好孩子，决无“捣乱”之意，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用鼓励的眼神等着他们的回答。孩子们见我毫无责怪之意，自

然也放松了许多。“老师，我在抽屉上画了一个苹果，这样妈妈

就不会老放错被子了。”中中第一个说。“老师，我是给自己做

了一个标记，这样我就不会随便乱开人家的抽屉了。”滔滔讲。

最后一个是凡凡，原来凡凡是为年纪大的奶奶做的标记。孩子们

的想法大同小异，这就不由的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发生的事。前几天，

孩子们为了丰富“音乐区”，陆续从家中带来了铃鼓、铜鼓、铃

铛等小乐器，由于这些乐器中大部分颜色、大小都差不多，孩子

们自然很难分辨出自己的乐器了，在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

难，为了解决难题大家想出了给“乐器宝宝”做标记的方法，自

此，很多难题迎刃而解。有了上述亲身的经历，加之孩子的家长

经常认错孩子的床，这几个孩子自然想到了给小床做标记的想法。

多么可贵的创造啊！而我庆幸的是没有去“毁灭”它，而是进行

了浇灌。我立即肯定了他们几个独特的想法，并与大家一起来分

析其中的利弊，在讨论中孩子们懂得了一定的道理：公共的环境、

公共的物品不能随便涂抹损坏、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三、选择合适的时机场合谈话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孩子的心灵像未干的水泥，只字

片语都会对它们有所影响，父母和老师所讲的话，哪怕是开玩笑

的戏言，都会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严重的后果。”，教师的言行

举止对孩子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在对孩子进行谈话中，我们

也要注意场合和恰当的时机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如我班有一

个女孩子雯雯平时性格内向，但她好学上进、自尊心极强，孩子

的妈妈告诉我，从小就特别的要好，大人表扬了她，她会开心很

长一阵子，但要是批评了，会想想哭、想想哭，特别的要面子。

有一次学校举行“转呼啦圈”比赛，看到操场上的雯雯练得那么

认真，转的那么娴熟，大家都推荐雯雯去参加比赛，没想到雯雯

居然举手站起来对着我说：“老师，我不想去比赛！”……面对

这个情况，我立马冷静了下来，我想如果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

评她的话，雯雯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破罐子破摔怎么办？于是

我选择了一个我俩独处的时间，我和她开始了谈话：“老师是了

解你的，你很想去参加呼啦圈比赛，要不然你咋练这么认真呢！

但你一定是出于某种原因，才不想参加比赛，你是否可以把原因

告诉我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她，雯

雯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无压力、无拘束，自然就“有话敢说”，

原来她是害怕自己不能得奖，所以就放弃了！最后在我的鼓励下，

雯雯克服心理障碍，积极参与了这次比赛！由此可见，一次成功

的谈话，必须选择好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如果说，内容和方式是

谈话成功的关键，那么时机和场合是谈话成功的前提，两者缺一

不可。

四、结语

总之，幼儿期的孩子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辨别是非的能力较

弱，为了引领好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使班级工作越做越出色，需

要我们多和孩子谈谈话，着力塑造幼儿人格、熏陶品德、责任担

当、规范细节、培养习惯和合作意识，使幼儿产生归属感，与班

级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树立“我能行”

的信心，发展幼儿良好的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