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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尉艳英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在幼儿英语启蒙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幼儿教师进行幼儿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

分析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为该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策略，促使教

师提升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能力，激发幼儿英语学习兴趣，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价值。本研究建立在多元智能理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关键期假设理论基础之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存在问题的深

层次原因：教师缺乏资源运用的积极氛围；教师对资源运用目标缺乏深度剖析；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库尚未建立；教师对资源运

用的能力有待提升；教师对资源运用效果的认识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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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缺乏资源运用的积极氛围 

学生学习需要有一定的学习氛围，在积极学习氛围的影响下，

形成你追我赶的积极学习氛围；教师教学亦需要一个整体的积极的

教学氛围，在此氛围影响下，教师们互相交流学习，积极开展教学

活动，多总结反思，多创新改革，也就多一些积极的尝试。而且积

极主动性是教师实施教学实践的必要前提，是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

保障，同时，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现代汉语词典中“主动”

的解释是：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跟“被动”相对）。宋希仁、陈劳

志、赵仁光三位学者在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中提到：所谓主动

性，是指人在完成某项活动的过程中，来源于自身并驱动自己去行

动的动力的强度。主动性又是一种道德境界，为整体利益建功立业

的精神。教学资源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能否在学习者身上发生功用

取决于教师的运用和引领，在此过程中，教师积极主动运用资源，

传递给学习者的不仅仅是资源信息量的问题，同时也带给学习者相

应的学习主动性。 

调查发现，教师对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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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占比逐渐下降，对于“我

会为课堂准备充足的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问题只有 8%的教师是

非常符合选项。访谈中 A 教师说：一个班级三十多个孩子，老师们

在工作时间内按部就班围绕幼儿园的各项活动内容展开，除此以外

还要接受日常检查、处理幼儿个性化问题等，英语课有配套教材的

视频资源随堂就使用了，如果没有现成的资源，一般老师们没有时

间再去额外查找；另一个原因是幼儿园孩子学习英语主要是听听玩

玩，教材上的内容掌握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拓展。 

由此可见教师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中处于被动地位，

缺乏资源运用的整体氛围，其实质表现与“主动”含义不符合，在

学者所解释的“来源于自身并驱动自己去行动的动力的强度”中属

于低层次动力，也严重影响了资源运用的效果。 

二、教师对资源运用目标缺乏深度剖析 

教学目标是否清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过程的实施，

并 终影响教学效果；没有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剖析也会造成教学

内容与教学目标相脱节的情况，只有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达成一致

才能使教学效果 优化。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运用的教学目标是

要引起幼儿对英语语言的兴趣，从而在教师的引领下进行听说的模

仿练习，对周围世界进行探索与认知，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基础上促

进五大领域的协调发展，在具体目标上需要实现语音语调的地道，

不能夹杂本土语音语调，在具体的话题上能够说出符合认知水平的

语句。 

调查发现，幼儿教师对于教学视频给孩子带来的学习兴趣赞同

度较高，但是对于视频资源运用带来的“语言环境”和“提升幼儿

英语语言组织能力”目标不赞同度分别在 47%和 53%，包含非常不

赞同的人数。即教师们对于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运用目标仅停

留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多数教师处于对过程与方法目

标、知识与能力目标忽视的状态。幼儿英语视频资源的教学目标不

清晰，或者教师在教学中目标意识淡薄会造成课堂教学形式化，教

学内容缺乏多样性，教学效果在各个热闹的教学环节中流失；相反，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择优选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

抓住重难点，深度剖析教学内容，则教学效果是明显的，甚至是高

质量的。 

三、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库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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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教学大背景下，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库建设直接影

响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运用效果。“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是提高幼

儿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借助先进的信

息技术，更好的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 幼儿英

语教学视频资源库是幼儿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它能够直观、形象

地实现有目地传递教学信息的目标，并通过声音、图像等充分发挥

幼儿多种感官功能，激发幼儿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达到教学活动的

优质量与效果。 

从 运 用 类 型 调 查 发 现 ， 传 统 型 教 学 资 源 ， 如 英 语 儿 歌

（Super Simple Songs、鹅妈妈童谣）、迪士尼电影及魔法英语系列

等使用普遍，但是对于原版英语动画（如卡由、米奇妙妙屋、粉红

小猪妹等）、经典英语绘本等类型资源使用极少，只占 8%与 4%，

受局限的资源种类会严重影响资源运用的效果。访谈中 D 教师谈到：

在日常英语课上，遇到一些英语话题或者主题也尝试寻找更多切题

的资源来使用，有时候网上资源不是非常切题，而且存在难以下载

使用的问题，往往是费时费力找不到合适的视频资源，如果本园建

设视频资源库的话会非常便捷，也能大大的提升教学效果。 

建立内容丰富的幼儿英语视频资源库，从英语儿歌、chants、英

语故事、英语绘本、原版英语动画等各方面资源。一些先进的幼儿

英语教学视频资源需要不断的引进与更新，才能跟上社会发展需要，

才能满足幼儿英语教学需求。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方面国内外

机构研究开发出集视、听、说一体的产品，这些产品吸取上百年来

幼儿英语启蒙的经典作品，配以 先进的教学方式方法，符合幼儿

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认知规律，幼儿英语启蒙效果卓著，幼儿园方

的选择性引进会为幼儿终身发展提供助力。 

四、教师对资源运用的能力有待提升 

合理恰当使用教学方法是体现教师教学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障，包

括观念形态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艺术等，也包括物质形态

的技术手段、教学媒体等。” 教学方法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重要纽

带，关系到教学内容的顺利呈现，教学目标达成的尺度，恰当的教

学方法也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调查发现教师在幼儿英语视频教学方面使用教学方法种类少且

较传统，主要集中在游戏教学法（样本百分比是 16.93%），情景教

学法（样本百分比 22.26%）；交际法（样本百分比是 3.76%）和全息

全感教学法（样本百分比是 8.15%）仅占少量比例；选择无方法仅

播放的样本百分比高达 76.18%，这是一个极高的比例，有那么多的

教师在教学资源运用的过程中不考虑方法的运用与选择。 

在幼儿英语教学视频资源的运用中教学方法的使用关乎幼儿对

语言的感知与兴趣，教师对科学的幼儿英语教学方法的选用可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不仅造成教学目标无法达成的后果，还

会对幼儿英语语言的学习带来根深蒂固的心理排斥；而且随着时代

的发展，教学方法也需要创新发展，教师不应该一方面拘泥于老旧

的教学方法无法自拔，另一方面又原地踏步不思创新影响教学资源

的运用效果。 

五、教师对资源运用效果的认识狭隘 

李森、陈晓端在《课程与教学论》中指出，“教学效果是指教学

结果中与预期教学目标相符的部分，它考察的重点是学生，是对教

学活动结果与预期目标吻合度的评价。”  教学效果即预期教学目标

是否达成，关乎教学评价。“评价以促进教学和学习，指导和帮助被

评价者自我认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为目标。” 从教学的角度来

讲，教师提升幼儿英语视频资源教学效果的任务就是优化教学各部

分内容的任务：根据明确清晰的教学目标，选定优质的教学内容，

采取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反复锤炼活动设计，实施教学步骤，取

得的良好的教学效果。 

从语音、词汇、口头表达能力及语法规范四个方面的调查发现，

教师们对资源运用的效果认可集中在语音方面，认为幼儿英语教学

视频资源的运用可以规范并提升幼儿英语语音的标准度，但是有

48%的教师认为资源运用不能增长幼儿英语词汇量，62%的教师认为

资源运用不能提升幼儿英语口头表达能力，68%的教师认为资源运

用不能使幼儿英语语言达到符合语法规范的要求。这些认知存在普

遍的狭隘性，随着孩子在英语方面对事物认知的提升，对规范性语

言的模仿完全可以提升词汇量、提高符合语法规范的口头表达能力。

访谈中 F 老师这样说：“总的来说，幼儿英语视频的使用对幼儿英语

会话能力还是有着较大的帮助的，比如一名中班孩子对《超能陆战

队》非常感兴趣，在幼儿园观看片段后，要求家长下载该片，居家

时 看 过 大 约 七 八 遍 之 后 对 着 妈 妈 说 ：

You cross the window! Low… battery…，家长描述孩子边说边模仿

大白动作，有趣而又有收获。” 

幼儿英语视频教学效果体现在语音、词汇、口头表达能力和语

法（更多的是指连词成句能力，不是应试所用到的语法）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不能有失偏颇，顾此失彼，因为四个方面互相关联、互

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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