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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语言教育 
李  珏 

（永兴幼儿园  226001） 

摘要：现代科技发展迅速，信息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各行各业。新课改影响下，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从
幼儿开始教师便已经使用信息技术展开教学，而语言教育作为幼儿园教育的重点内容，利用信息技术能够最大化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对幼儿园语言教育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故此，本文以信息技术和幼儿园语言教育为分析对象，重点分析了信息技术与幼儿园
语言教育结合的优势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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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大多数幼儿从 1/2 岁左右开始

练习语言，幼儿园的学生基本都有语言基础。因此，在幼儿园
语言学习中学生对语言课程的设置并不陌生，但是，孩子对于
语言类的学习并没有过多兴趣，这使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教师为了提升学生学习英语言的兴趣，提高语言教学效果，不
断引入新的教学模式，游戏教学、情景教学、合作学习都是目
前常见的教学手段，而这些教学手段大多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
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进一步完善了课堂内容，达到了良好的课堂
氛围，故而吸引了学生兴趣，促进了幼儿园语言学习的效率。 

一、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语言教育结合的优势 
以往的幼儿园语言教育没有信息技术的辅助，基本上都是

以单一的游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模式开展的，信息技术是近几
年被引入到幼儿语言教育中的教学模式。由于信息技术能够将
幼儿脑海中抽象的事物转化为直观的画面，这不仅激发了幼儿
的感官系统，还极大的提升了幼儿的想象力。另外，多元化的
情景、配音和配乐不仅能够拓展幼儿事业，还能激发幼儿语言
探索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幼儿教师也尤其重视对幼儿兴
趣的培养，然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幼儿的小朋友好动、
注意力不集中，很多知识点都要通过长时间的磨练才能让幼儿
有所印象，这极大的消耗了教师的体力与精力，信息技术能够
缓解这一问题，通过信息技术让幼儿轻松的了解知识点，吸引
幼儿兴趣，强化幼儿注意力。不仅如此，信息技术没有时间和
空间的现实，教师可以按照幼儿的理解程度进行进度的掌握，
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数码世界，加快小朋友理解，让小朋友展
开激烈的语言探讨，提高语言教育的效果。 

二、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语言教育结合的策略 
（一）动态情景，营造轻松的语言教育环境 
在信息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教育信息技术水平也

在大幅度提升，对于幼儿语言教学来说，其不仅需要较为丰富
的资源，还需要一定的知识面推展幼儿语言视域，而信息技术
中涵盖众多优秀教育资源和先进技术，能够实现资料的采集和
传输以及处理，最后转化为教育资源帮助幼儿语言学习。利用
信息技术中的 FLASH 软件可以制作小动画，帮助幼儿轻而易举
的了解语言的博大精深，利用 PS 软件制作图片能够展示与语言
文字相关的延伸教学，拓展幼儿语言范围。例如：在学习诗歌
《春天》这一课时，这一课的主要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在春天
的学习中了解春天的景象，并相互交流，提升幼儿语言能力，
那么借助多媒体课件播放关于春天的动画和图片，附加生动的
语言描写，利用声音将孩子带入到动画诗歌情景中。老师通过
画面的转换让幼儿体会到魔术般的表演，提高学生对多媒体教
学的兴趣，不知不觉中激发学生语言交流的积极性。再比如：《会
动的房子》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整个故事转换成一个
课件，将小动物生动化，幼儿势必会被多彩的小动物形象吸引，
这时候加之教师的积极引导，小朋友自然会主动发言，表达自
己的想法，在沟通中潜移默化的提高了语言能力。 

（二）辅助教学，增添教学的趣味性 
幼儿园语言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难点，很多教师都通过游戏

教学的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也是目前为止最受幼儿喜爱

的教学方式。因为幼儿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对趣味性游戏丝毫
没有抵抗力，教师便可利用这一点设计一些新奇有趣的游戏，
借助多媒体的音乐、画面为幼儿营造游戏氛围。比如学习《李
小多分果果》这一课时，教师首先需要制作一个情景画面，画
面中小朋友围成了一个圆圈，端坐在一起，这时候，画面中出
现了一个动画形象的人物端上来一盘水果，并开始分发水果。
画面中的动画人物形象可以是萌萌的，也可以是有趣的，总之
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力的形象即可，随后可见播放这首儿童诗，
教师这时已经按照动画情景将小朋友排列成一个圈圈，并且让
小朋友分别当分果果的人选，强化小朋友的参与度，让小朋友
在游戏中朗读诗歌，随着音乐和游戏的进度熟悉诗歌，锻炼语
言能力。幼儿的语言能力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完整性上，故此，
在游戏进行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发现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有
所进步，游戏结束后，积极鼓励，并且利用多媒体根据幼儿的
喜好设计比赛环节，活跃课堂气氛，通过诗歌中内容进行接力
赛，并且配合多媒体画面，提高幼儿的语言和沟通能力，激发
幼儿学习的兴趣。 

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对幼儿思维培养有较强的
促进作用。引入信息技术，展开幼儿想象的翅膀，培养学生语
言能力，效果非常显著。例如：《狐狸吃葡萄》这一课的教学过
程中，这一课的教学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小朋友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让小朋友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么教师在播放多媒体
课件时便可采用定格的形式，将画面通知在小狐狸想吃葡萄的
画面，并询问小朋友：“小狐狸如何才可以吃到葡萄？”小朋友
势必争前恐后的回答，等待小朋友表达完想法后，教师继续播
放画面，定格在狐狸做梦这一画面上，询问小朋友：“小狐狸梦
见了什么呢？”让小朋友发挥想象力，勇于回答。以此类推，
将故事的结局缓慢的推进到小朋友的脑海中，提高学生思维创
造力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结束语： 
幼儿园语言教育对幼儿全方位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是幼儿教学的重点内容，深受家长和教师的重视，利用信息
技术能够较大程度的帮助教师获得更多优秀资源，并且利用丰
富多彩的课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语言能力，是幼儿
语言教学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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