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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语言活动教育策略 
王洋  张美佳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净月分校幼儿园）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方式。而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
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因此，教师可在教学中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
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让幼儿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学习使用适当的、礼貌的语言进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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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

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造一个能使他
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幼
儿教师便要能够从幼儿的成长特点与实际需求入手，借助游戏活动
来推动幼儿语言和思维的发展，来优化语言教育环境和语言教育模
式，使幼儿喜欢学习语言，愿意进行语言表达，提升其语言能力的
同时，促成幼儿园教育的丰富化、多样化、可持续化。 

一、幼儿期进行语言教育活动的意义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幼儿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自

己的情绪和需求，也可以通过语言调节动作和行为，甚至可以通过
语言来认识这个多彩的世界。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
一时期幼儿的各个器官逐步发育完善，听力器官和语言器官的发展
使幼儿具备了正确发音的语音条件。这一时期的幼儿在教师和家长
的正确教育指导下，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所需所见。反之，如果
幼儿在这一时期错过了语言能力最佳的发展时期，即使再努力，也
会收效甚微。因此，有效开展幼儿语言教育活动对幼儿语言能力的
发展意义重大。 

二、幼儿语言活动教育策略 
（一）借助游戏活动，增强幼儿语言表达的主动性 
爱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在幼儿语言学习

活动中，寓教于乐于游戏之中，发挥幼儿无意注意优势，使他们在
玩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语言，运用语言，对他们的语言发展起到积极
的作用。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遵循这一特点，经常将幼儿的
语言活动内容编成一个个有趣的动画小游戏，让幼儿在生动有趣的
游戏情境中进行互动。幼儿园的幼儿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如，
在语言活动课上教师给幼儿讲了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在故事的
最后教师问幼儿：“如果是小动物遇到了大灰狼，他们该怎样求救
呢？该向谁求救呢？”问题一出幼儿的回答五花八门，甚至有的幼
儿会说：“打电话给警察叔叔！”这时作为教师，不仅不能马上就否
定该幼儿的想法，而是要在给予其肯定的同时，试着继续进行提问：
“你是怎么想到让小动物打电话给警察的呢？”“你觉得警察叔叔
来了之后能把大灰狼抓住吗？”“你知道警察叔叔的电话是多少
吗？”还可以鼓励幼儿就这一答案进行场景模拟游戏，使幼儿在获
得被教师肯定之后的愉悦感和信心之后，能够跟着教师的思路主动
进行语言表达，不断强化幼儿的语言学习兴趣。 

（二）幼儿在早期阅读中获得丰富的语词 
幼儿开始接触书面语言、学习书面语言是早期的阅读。幼儿特

别喜欢听故事、看图书，经常会反复看一本图书，也会要求成人给
他们反复讲一个故事，甚至还会把自己喜欢听的故事或喜欢看的图
书讲给别人听。因此，教师和家长应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富
有童趣的、图文并茂且健康向上的图书。为幼儿提供的图书题材应
该是多样化的，可以从幼儿熟知的生活类题材到科学知识题材，也
可以是从亲情、友谊到克服困难类的题材，从环境问题到生命教育
的题材等。丰富多样的题材既可以吸引幼儿阅读，还可以帮助幼儿
获得丰富的语词、多元的语言知识与情感体验，从而达到促进幼儿
语言能力发展的目的。幼儿早期阅读需要成人的指导，教师和家长
可以从为幼儿提供方便取放阅读书籍的场所入手，为幼儿创设阅读

环境，让幼儿从喜欢阅读开始，然后在日常活动中，与幼儿之间相
互作用，在幼儿积极主动参与的过程中，让幼儿逐渐获得阅读的初
步技巧和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使幼儿读得轻松、学得自然、乐于
分享早期阅读的快乐，并从阅读中初步接触到书面语言的无穷魅
力，学习到书面表达的语句。这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幼儿的语词，
提高了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三）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幼儿的语言学习积极性 
例如，暑假是幼儿最开心、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期间一定发

生很多让幼儿印象深刻的趣事。因此，教师可在语言教学中，围绕
“假期趣事”这一主题开展话题讨论。首先，借助多媒体为幼儿展
示一段小视频，视频中记录的内容是教师搜集的幼儿暑假活动的片
段。然后，让幼儿根据这些视频展开回忆，说一说自己在暑假期间
的所见所闻，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如踢足球、学习、骑自行车、
旅游、做家务等。教师要积极引导、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让幼儿尝试说明、描述简单的事情，以发展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幼儿在分享的过程中，
难免出现一些语言上的错误，教师不要急于纠正，可在幼儿完整表
述之后，再指出其中的一些错误。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打断幼儿的思
维，不打消幼儿表达的积极性。 

（四）教师需训练幼儿的思维能力 
幼儿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如下。其一，幼儿对周围不

了解的人、事、物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及求知欲。其二，幼儿的想
象力非常丰富。其三，幼儿非常容易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具备较强
的竞争意识和进取心。幼儿受年龄限制，身心发育还不够完全，思
维能力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幼儿教师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需
了解培养幼儿思维能力的必要性，尽量给予幼儿自由想象的空间，
在不断提升幼儿求知欲望的同时，增强幼儿的创新意识。在幼儿园
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幼儿参与一些主题讨论会增
强幼儿的思维能力。比如，教师可以组织“水果”主题的讨论会，
让幼儿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水果，说出自己喜欢该水果的原因，创
造更多的机会让幼儿相互交流。幼儿教师需要仔细观察每个幼儿的
表现，针对不同的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通过主题讨论会的开
展，教师能极大地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贯
彻始终，提升幼儿的思维能力。 

结束语 
在幼儿语言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和家长的配合在促进幼儿语

言能力的良好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和家长不仅要对幼儿学习
的心理有准确的把握，更要结合《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的精神，激发幼儿对语言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从而才能为幼儿语言
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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