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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教育要重视语言教学 
范荣荣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城幼儿园  010200） 

摘要：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的传递、感情的交流都要靠语言这个重要的工具去完

成。而幼儿期恰好是人一生中学习语言、发展语言的重要时期，抓住这一重要时期给孩子们打下良好规范的语言基础，将会使孩子

们受益终身。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幼儿语言教学的意义及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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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是人语言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加强对幼儿语言的培

养是幼儿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抓住这一重要时期给孩子们打下良

好规范的语言基础，将会使孩子们受益终身。 

一、幼儿期的语言教学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看，幼儿语言尚处于由自我中心语言逐

步向社会化语言过渡时期。要使幼儿真正掌握社会化语言，必须借

助于大量的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幼儿园不仅要靠语言作业，而且

要让幼儿通过丰富的生活感受及日常生活的口语交流，使语言教育

渗透于一日活动之中。 

1.利用晨间谈话，用针对性对话来发展幼儿的说话能力。幼儿

园的晨间活动是幼儿一日生活的开始环节，对幼儿一日生活的循环

过渡影响颇大。幼儿教师在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幼儿语言能力的

同时应注重培养幼儿的胆量和勇气，让胆小的幼儿多开口说说：“星

期天你上哪儿玩啦？”“昨天晚上你在家干什么？”等等。由于教

师的提问，引起幼儿强烈的表达欲望。对于大部分幼儿，还可采取

“天气预报”“观察员，新发现”等活动，让幼儿边观察边说。如：

“今天天气突然转冷了，请小朋友添加衣服，午睡时盖好被子，当

心着凉。”久而久之，幼儿不仅能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其观察能力

也能得到发展和提高。另外，要创设“家庭式”的环境，营造平等

和谐的氛围。当幼儿主动与教师交流时，教师应认真倾听，用心体

会，并做出适当反应，长此以往，幼儿有话敢说，也愿意说。 

2.优化幼儿一日生活，注意集体活动与个别活动交替，增加自

由活动时间，使幼儿有独立的交往时间和学习听说的机会。创设丰

富多彩的活动区域，使幼儿有宽裕的活动空间，并在自由活动和游

戏过程中进行交往交流。幼儿通过扮演爸爸、妈妈、小花的角色进

行对话：“小花，今天爸爸带你上幼儿园，好吗？”“妈妈，您答

应过带我上超级市场买一份生日礼物送给爸爸的，对吗？”如在儿

童医院里，通过让幼儿扮演医生、护士、病人的角色来学说：“医

生，我头疼得厉害，麻烦您给我瞧瞧。”“没事的，你是受凉感冒

了，拿点药回去吃下就好了。”这样，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游戏氛

围中，幼儿不仅能掌握一些礼貌用语，而且能发展运用语言、使用

语言的能力。 

二、语言教学的方法 

《幼儿园规程》明确指出：“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引导

幼儿主动活动的多种形式的教育过程。”除了以上的手段，为了更

好地完善幼儿园语言教学的任务，我们还应设计一些适应幼儿年龄

特点的语言教育活动。 

1.教材的选择是语言教育活动的首要条件。选择教材不仅仅要

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智力、心理特点、理解接受能力等情况，

还要考虑到本班孩子的实际情况。在考虑教材内容的同时，还必须

充分考虑到教材的体裁和表现形式，选择幼儿喜闻乐见、熟悉的、

在身边发生的、幼儿容易接受的题材。在原教材基础上不断补充新

的内容，总之，所选的应是孩子喜欢的具有生动活泼、有感情的、

琅琅上口等特点的题材。 

 2.采取灵活、生动的教学方法是语言教学的关键所在。幼儿具

有天真、脆弱的感情，极易受外界环境的感染和刺激。教师在选好

教材后应运用直观、形象的图片、教具等进行教学活动。幼儿期是

个爱模仿、充满好奇的时期，根据幼儿的这些特点，在组织教育活

动中充分提供让孩子动手操作，扮演角色的机会，寓教于乐，让幼

儿在学中玩，在玩中增长知识。 

（1）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学会小诗歌。如《小树种》是一篇

富有想象和童趣的诗歌，景色美、语言美，意境更美，不仅有助于

丰富幼儿的语言，而且能陶冶幼儿的情操。我在介绍完这首诗后，

先示范一遍，利用幼儿喜欢动手涂涂抹抹的特点，启发幼儿把《小

树种》中描绘的景色画出来，有山、有树、有白云……在我的启发

鼓励下，幼儿在欣赏自己的画面中一边看着亲手绘出的景色一边学

习朗诵诗歌，很快就读熟这首诗歌，并配上动作。 

（2）让幼儿在扮演角色中学习，在浓厚的兴趣中学习小故事。

如《小兔请朋友》的故事，我以小兔买了新话筒想邀请小朋友来玩

为主线，设计了“读信”、“到小兔家玩”等环节，富有情境性和

活动性，使幼儿在积极愉快的气氛中饶有兴趣地帮助小兔子设计

“读信”、“送信”、讨论房子标志，乃至表演等过程。幼儿大大

激发了说话的兴趣，纷纷把自己的内心感受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萌

发了与人分享快乐的情感。 

三、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保障幼儿语言迅速发展 

教师坚持用普通话教学。教师高超的语言艺术是为幼儿创造良

好语言环境的重要因素，应有意识地在幼儿面前率先反复应用学过

的语言知识：词汇、词组、短句。 

1.充实各项活动区域，提供让幼儿随时复习和运用语言的条件，

帮助幼儿在反复使用中理解，正确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鼓励表扬正确的幼儿，及时纠正不正确的幼儿，造就幼

儿大胆说、用的语言环境，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利用现代信息渠道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专为幼儿编排的广播、电视节目等

媒介，在扩大眼界中学说话。现代家庭一般都有电视机、收录机，

在一段时间里播放的动画片或木偶剧，幼儿往往很感兴趣，会同时

收看，对此也就拥有共同语言。教师可利用这一特点，适时组织“热

点”谈话和讨论。这样幼儿便在看中学，在看中说，既扩大眼界，

又练习说话。 

四、结语 

语言教学是幼儿各学科教学的基础，充分掌握和运用幼儿年龄

段的生理特征，采取科学、多样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注重一日

活动中语言教育挖掘潜力，适当指导幼儿的口语能得到较迅速和健

康的发展，这是每一位幼儿教师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王莉.  浅谈在幼儿教育中要重视语言教学[J].祖国，

2014（2）:129 

[2]何丽平. 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进行全面语言教育的研

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