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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分析 
木兰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尤其是针对幼儿
教师来讲，幼儿本身处于启蒙阶段，教师的口语表达能力将直接影响幼儿的知识获取程度以及人格发育程度。因此落实好教师口语
表现力的理解和认知，综合部分教师口语表现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制定优化解决策略，综合心理素质语言、职业热情以及
普通话水平进行优化策略的探讨，能够为幼师口语表现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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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幼儿教师是幼儿口语模仿的主要对象，

因此幼师本身的声音、动作、语调以及言语表达方式，必须要符合

幼儿的实际发展需求。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讲，部分幼师的口语表

现力依旧有待提升，存在较多的矛盾问题，将会影响幼儿的正确口

语发音以及表现认知。因此综合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存在的问题进

行解析，并且制定优化解决策略，不仅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也是以

提升幼师专业能力以及教学能力为目的落实的课题研究。 

1、幼师口语表现力的具体概念 
综合幼儿教育的本质来讲，必须要制定符合幼儿认知的教学活

动，并且与与幼儿群体融合起来，打造符合其认知和参与需求的教

学内容[1]。但是综合实际情况来讲，在部分幼儿教师开展教学活动

的过程中，幼儿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参与积极性往往较弱，整体

的教学互动情况缺乏灵活性特点。而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幼儿在理解教师行为并且聆听语言的过程中，存在了较多的偏差。 

幼儿主要是通过感知以及体验来参与活动的同时，也需要通过

自己的探索来完成教师提出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具

备十分丰富的表现力以及互动能力，但是这种表现力并不是单纯的

以教师为操控者，落实幼儿行为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的引导，而是要

激发幼儿的创造力以及主动性。在这样的需求下，幼儿教师的口语

表现力，便更要接近幼儿阶段的实际发展需求，同时要具备启蒙性、

引导性特点；同时要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口语交谈中去，这样幼儿

教师的表现才更加动人，语言才更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才是正确

的口语表现方法，同时也能够提升与幼儿之间的互动质量。 

2、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1 口语表现力内涵理解偏差 

当前大部分的幼儿教师认为口语表现力单纯是建立在语言表

述合理性以及正规性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这导致部分幼儿教师会

刻意模仿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在发音和话术方面过于追求专业

性，并且配合专业的表演进行幼儿互动。这种方式具有较强的目的

性，教师渴求自己的语言表现力，更加合规合理，但是却忽视了“表

现力”的内涵。表现力主要在于教师通过自身的情感融合到日常行

为以及交谈中来，利用能够体现出爱的言语表达方式，与幼儿进行

交流，因此，幼儿教师的口语表现力并不能单纯的利用某一些标准

进行衡量。但是当前有这种思想的幼儿教师占据了绝大部分，导致

了幼师的口语表现力逐渐趋于刻板化和生硬化。 

2.2 缺乏职业热情 

综合上文所述，我们知道表现力的存在与主体的思想情感有一
定的关联，因此在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提升的过程中，还需要融合
职业情感。但是当前部分园区的幼儿教师往往也青年教师为主，他
们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还处于迷茫阶段，
导致职业热情以及责任意识还不够充分，在探究口语表现力的过程
中，往往以模仿的方式进行自我优化，却缺乏自身主观情感的融合，
对于幼儿的热切期盼以及热情鼓励，往往无法通过灵活的口语表现
出来，难以激发幼儿的情绪，从而导致口语表现力逐步丧失了感染
性和带动性。 

2.3 口语不够标准 

普通话水平是衡量幼儿教师综合能力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一
部分幼儿教师在参与工作之后，便丧失了对自身口语表达能力的约
束和管理，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往往以自身的日常口语表达习惯为
依据，导致口语模糊不清，例如，常见的字音弱化、方言语音、气
音较多等问题会混淆幼儿听到的要素。尤其是针对口语表达能力尚
不完善的幼儿来讲，在交流过程中，幼儿无法听清教师的表达内涵，
长时间会导致幼儿逐渐丧失了聆听教师表述的兴趣，师生之间的互
动质量下降，将直接影响幼儿的个人发展。 

2.4 语速失调问题 
语速失调主要指的是在口语表达的过程中速度控制不够合理，

将直接影响活动的效果。在日常的幼儿互动过程中，教师可以调节
自己的语言表达速度，由此来传达不同的情感，例如语速较快时能
够营造紧张的互动氛围，往往应用在游戏的冲刺阶段，而缓慢的语
调能够安抚幼儿紧张的情绪[2]。但是在实际的语速控制过程中，部
分教师说话时快时慢，难以定位重点，会导致幼儿无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会产生抗拒心理。 

2.5 语序重复 
受限于不同教师的语言表达习惯，在日常讲述的过程中，部分

教师可能会为了强调重点存在语序重复的情况，某一句话重复多
次，这种重复会营造两种不同的环境。首先积极重复环境能够巩固
重点知识，主要应用在强调重点规则以及重要信息方面；但是消极
重复环境会逐渐弱化幼儿的重点定位能力，例如在讲述规则或者描
述事件时，教师过多的使用“这就是说”“这个”“那个”“啊”等
口头禅，不仅会打乱语言的顺畅程度，也会降低幼儿对整个语句的
理解质量。 

3、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提升的优化策略 
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的提升与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有一定关

系，同时也要考虑幼儿群体的实际发展质量，来营造符合师生互动
的语言情境，因此结合上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
角度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分析。 

3.1 强化教师的心理素质 
综合上文论述，我们能够发现部分教师的口语表现力较低的主

要因素，不仅与教师本身的专业能力有关，和教学过程中的经验以
及心理素质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在紧张或者思维不连续的情况
下，可能会出现语句重复以及不连贯等现象。那么提升幼儿教师的
心理素质是有效增强口语表现力的前提条件。 

综合实际研究结果来讲，当前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畏
难、自卑、胆怯等心理，这会直接造成教师心理紧张。产生该种现
象的因素，可能与当前的教学环境以及曾经的教学经历有一定关
系，那么想要缓解这种现象，首先教师要学会自我调节。稳定心理
法以及自我暗示法是自我调节的常见方式[3]，能够有效帮助幼儿教
师克服心理障碍以及对环境的敏感性，这一方法可以请教专业人士
需要长期的坚持和训练，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秉承着自卑，自弃
的心理来自我调整，必须要具备良好的自信心，并且能够通过与幼
儿的互动总结成效，实现自我满足，从而激励自我快速的进行心理
调整，来克服不良的心理状态。 

其次要实现情绪和语言表现力的分化。部分教师可能会受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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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情绪的影响，导致语言失控，甚至会出现无故迁怒幼儿等情况。
针对这样的现象，教师必须要认识到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了解
到幼儿教育对幼儿未来发展以及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
要建立在自身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认识到幼儿教育岗位的崇高本
质，由此来激发自身的责任心以及道德意识，以此来作为控制自身
情绪的方法。 

再次，在必要情况下要学会情绪转移，在定位自身情绪发泄点
的同时，还需要将工作与日常生活分化开，要将工作变成自己的快
乐源泉，要学会换位思考，以幼儿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控制自身情绪
才能够获取良好的交流体验。这种推己及人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强化
师生之间的交流质量，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幼儿教师秉承着良好的状
态，进行口语组织和表述，从而提升口语表现力。 

3.2 落实好职业热情的培养 
职业热情的培养是职业道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纯的综

合教师个体而言，在落实职业道德培养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影响
因素，例如幼儿本身调皮捣蛋的性格、不同素质以及能力的幼儿家
长、处于转型以及改革期间的园区管理等等都将影响教师自身的工
作热情。不良的工作环境可能会降低教师的工作有效性和自我引导
能力，从而在任课的过程中无法合理的组织语言和情绪会导致职业
倦怠现象的出现，同时也会影响教师本身的价值观，这一系列的行
为都将影响教师的情感输出，无法落实情感和口语表现力的融合，
自然无法提升口语表现力的感染性和带动性。 

针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克服职业倦怠情绪，并且激发教师的
职业热情。想要达到该目的，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首先提升
素养，主要在于教师的自身综合素养以及口语表达素养这两个方
面。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来进行自身能力的优化，可以建立在当前典
型案例以及科学的师生交流方案的基础上，了解自己当前存在的问
题，并且以学习和总结的方式来制定科学的口语表现力调整策略。
具有了良好的专业素养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应对日常工作中的一系
列难题和挑战，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力度，落实好工作环境的建
设和工作心态的塑造，这样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制定口语表现力，
营造环境和空间。 

其次便是增强思维锻炼质量。思维锻炼主要指的是要结合已有
的教学经验，落实好工作乐趣以及工作挑战的划分，要将工作挑战
转化为考验自身能力的要素，这样能够激发教师积极进取的心态，
改变职业倦怠感带来的消极情绪，以一腔热忱投身到教学工作中
来，在这样的情感带动下幼师自然有克服困难的自信心，从而能够
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自身的语言表现力，促使师生互动更加和谐，且
能够结合幼儿的实际需求，调整自身的语言表达方法。 

综合来讲，职业热情的提升源于教师对岗位的爱，而口语表现
力的提升源于教师对幼儿的爱，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建立在吃
苦耐劳以及甘于奉献的精神基础上提炼出来的[4]。秉承这种爱和情
感，能够让口语表现力更具亲和力。 

3.3 增强普通话综合水平 
首先为人师表必须要秉承榜样精神。幼儿园教师的普通话使用

情况往往有更加严格的标准，但是受到不同幼师生活习惯以及地方
方言等因素的影响，在口语表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系列的影

响因素。那么在运用语言和表述语言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几
点。首先要正确定位声母，韵母以及声调，并且落实口语表述的矫
正训练。从自身角度寻找不足，并且要多听多看，矫正发音过程中
存在的平翘舌不分以及前后鼻音不分等情况。其次要合理的区分社
会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区别，不能杜绝社会方言，但是在教学过程
中要尽量使用普通话与学生和同事进行交流，尤其是针对方言习惯
较为浓厚的幼儿群体来讲，在启蒙阶段必须要落实好方言矫正，确
保幼儿在未来成长过程中能够合理的区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区
别。再次在与幼儿对话的过程中，必须要直观、简洁、明确，不使
用反语以及讽刺性的话语，语言表述的内涵必须要满足幼儿的理解
需求和理解程度，例如在幼儿犯错误时，避免使用“你可真厉害呀！”
“你还能再笨一点嘛？”类似的话语，不能打消幼儿的积极性，也
不能让幼儿曲解自身的行为。 

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在标准普通话以及标准汉字读音的基础
上，反复的练习和记录。例如近些年大量的多音字以及传统汉字的
读音都出现了变化，部分汉字减少了多音读法，或者更正了正确的
读法。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中“骑”由“jì”改为“qí”，“血”
消除了“xuě”的读音[5]，在日常交流过程中要严格注意易错字的读
音。教师可以通过新闻联播或者专业渠道了解中国汉字发音的标
准，以此作为参考，在日常的口语表达过程中，坚持正确的读音，
帮助幼儿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和辨别方法，避免多音字混淆，也避
免不正确的读音形成的刻板印象。 

坚持这样的标准化口语表达方法，不仅能够提升教师自身的普
通话专业程度，也可以纠正幼儿的口语发音，来提升口语表现力的
专业性和生活化特点。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幼儿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升过程中，必须要将

口语表现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口语表现力可以直接影响师生互动的
质量，同时也能够帮助纠正错误的语言表述方法，同时对于提升幼
儿的人格成长以及综合素养提升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师可以
在提升自身素质的同时落实好心理问题和行为习惯问题分析，养成
正确的口语表现方式，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利用信念和热情
在口语表述的过程中融合自己的爱和情感，确保口语表述专业、科
学、大众且具有亲和力，这样才能够增强教学质量，提升幼儿的综
合能力和表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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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记录是收集信息的有力工具，是幼儿探索历程与认知发展真

实客观的呈现，是幼儿自我调整建构知识经验的见证，也是幼儿表
达个人发现与意见的依据。通过记录能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客观描
述，对事实的尊重，使结论建立在事实之上。”可见记录能力的获
得能为幼儿的科学素养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纲要》中强调，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是科学教育的
目的。《指南》中也提出了，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幼儿探究
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可见科学教育活动的

目的开始强调幼儿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在做着相关的记录，但是在整个活

动过程中，孩子们相互模仿，相互学习（学习了月、日，也更加愿
意主动地去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一起观察，一起探索，学习用更
加科学的方式（尺子测量）观察记录种子的生长情况。通过以上的
观察记录，孩子们也渐渐的发现，土豆的成长和天气有关系，天气
晴朗的日子多长得快，持续的雨天土豆会长的相对较慢一些。在这
个活动中，我们不仅发展了幼儿的前书写，也让孩子能坚持持续地
观察，学习科学的记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