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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探究 

徐金英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幼儿英语教学工作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浸入式
教学模式符合幼儿第二语言习得发展规律且在该模式下，幼儿语言运用频率较高，学习效果最好。借助浸入式英语教学模式在教育
改革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的成功案例，一种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在我国幼儿园普及开来。本文旨在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依据，全面
分析了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的概念、优势及其形式，继而论证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在幼儿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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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掌
握一门外语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绝大多数受教育者自身的必然
要求和愿望。新的形势向我国教育界提出一个挑战：怎样满足全民对
英语的需求？如何从儿童抓起、培养更多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双语人
才?因此，幼儿英语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成果表明，幼
儿发展存在关键期，他们具有学习英语的极大潜力。怎样利用幼儿自
身发展的最佳时期，事半功倍地学习英语，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浸入式教学正是抓住了儿童对语言天生的敏感，指导性地挖掘和发挥
儿童语言潜能，从而使儿童以事半功倍的效率掌握第二语言。 

二、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的起源及概念 

英语“浸入式”教育是一种源于加拿大的创新语言教学形式，
指接受语言教育者处于被“浸泡”在外语学习环境中接受外语教学。
“浸入式” 语言教育形式的产生颇有戏剧性，最初是由于加拿大
魁北克省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不满意当地学校对学生进行法
语教学采用的模式，于是蒙特利尔郊区的家长们联名找到当地的教
育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改变第二外语教学形式的相当激进的要
求：凡是年满五岁进入幼儿园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必须接受全法
语的教育，即在幼儿园中的衣食住行全过程均采用法语教学，待儿
童进入小学后再接受英语语言教育。当地教育部门不得已采纳了 
家长的意见，于是产生了浸入式语言教学模式的雏形。 

浸入式教学，英文称为“Immersion”，是指用第二语言面对学
习者，将第二语言作为教学的语言和教学模式。幼儿英语浸入式教
学模式是指幼儿教师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应用于幼儿的教学过程
中。它要求幼儿被浸泡在英语环境当中，教师不但全部使用英语进
行教学，并且使用英语组织和规划教学活动。教师在活动中只用英
语与幼儿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将英语和儿童语言习得密切地结合起
来，幼儿不仅能从正规的教学环境中学习英语语言知识，同时也能
在自然条件下从教师的日常用语中学习英语的用法，从而达到英语
语言的习得。 

三、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3.1 有效地学习母语和英语 
由于采用浸入式教学，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始终贯穿于各类学科

活动之中，使幼儿接触英语的机会大大增多。因为幼儿早期学习语
言的潜力大，幼儿可以学习双语或多种语言，双语教学对孩子的认
知、语言及读写能力也都有帮助，但是孩子的童年时间是有限的，
母语的课程和活动仍然应是幼儿在园的大部分活动。所以，幼儿园
每天英语浸入的具体时间由各园根据课程安排，分上午、下午轮流
进行，这样可以使幼儿园每天各环节的活动都有机会用英语进行，
儿童在有计划的、丰富的英语没入式教育活动中有效地学好英语和
母语。 

3.2 培养幼儿学习外语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幼儿强烈的好奇心与超强的模仿能力

是教师激发其学习兴趣 的最佳着手点。浸入式教学模式下，幼儿
会发现平日司空见惯的环境与日常交流忽然因为英语的出现而变
得大为不同，天然的好奇心会促使幼儿本能地进行探究，此时教师
适时开展循循善诱的教学能够轻易地激发起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
一旦发现使用外语也可以进行日常对话与活动时，幼儿便会将其作
为又一种新奇的游戏形式而孜孜以求。兴趣一旦形成，则学习自然

成为一种本能，这种非刻意的学习是所有教学手段中成效最高、结
果最好的形式。 

3.3 促进幼儿英语思维能力的形成 
英语浸入式教学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全英语教学，用英语作为教

学语言进行学科课程的教学，强调幼儿在运用英语的过程中习得和
掌握英语，培养幼儿的英语思维习惯和综合运用能力。英语教学中
最关键、最难的是让幼儿形成英语思维能力。浸入式教学完全抛开
了母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均用英语讲授和指导，迫使幼儿减少对
母语的依赖，直接用英语去反应，从而使英语学习的过程与应用的
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了幼儿英语思维能力的形成。 

四、浸入式模式下幼儿英语的教学形式 

4.1 生活中的浸入式英语教学 
即将英语教育渗透于幼儿的每日生活中。幼儿日常生活时刻处

于英语单词、短 语、句式的氛围中，而且不断重复，随时发生着。
教师需要时刻注意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注意到这些英语元素，感受英
语语言的存在，积累生活中的语言经验。比如:在入园时，可以教幼
儿用英语表达白天、黑夜、早晨、傍晚；用餐时，教幼儿认识英语
中的勺子、碗、盘子、筷子等说法，或者水果的名称、颜色、点心
的味道、形状等。用餐结束后，可以教幼儿用英语描述碗和勺子的
数量，午睡前教幼儿用英语描述穿衣服、脱衣服、上床睡觉等动作
短语。以上这些场景每天都会在幼儿身边发生，幼儿在教师的引导
下感知英语在生活中的存在并逐渐学会使用英语对话、交流、表达
情感，使幼儿慢慢理解英语作为生活中的一项有用的工具随时都在
发挥作用。 

4.2 游戏中的浸入式英语教学 
儿童天生喜爱游戏，因此游戏教学是浸入式模式下比较适宜幼

儿教育的形式。游戏教学即减轻了普通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刻板
性，能够充分调动幼儿的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在游戏过
程中强化幼儿对于教学知识的记忆，促使幼儿尽快掌握学习的特点
和概念，也间接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提高
幼儿的应变能力，激发幼儿的创造能力，使幼儿的学习主动性得到
全面促进和提高。 

五、结论 

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指导下，幼儿英语浸入式教学作为一种全
新的教学模式，在我国的幼儿园已经逐步展开。浸入式教学模式为
幼儿提供了一种纯英语的教学环境，弥补传统教学相对刻板无趣的
缺陷。这种教学模式符合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在英语教学上有着可
行性，对二语习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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