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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早期英语活动中幼儿个体差异性探究 
◆林  艳 

（重庆市渝北幼儿园  401120） 

 
摘要：随着早期英语教育的不断深入开展，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发现虽然

所有正常发展的幼儿最终都能习得目标语，但在其间却产生了不同的差

异性。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习得的速度快慢上，还包括对学习的喜好、
学习动机、学习能力等。通过对渝北幼儿园中大班部分幼儿进行专项调

查研究后，发现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格特征、学习动机与兴趣、年龄、

性别、家庭等，这为教师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利于幼儿全面、和谐、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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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是个人在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相对稳定而又不同于他人的心理、生理特点，是在先天
基础上通过后天教育及实践所形成的一贯的、持续的不同于他人
的个体特点，一直以来，个体差异都是教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幼儿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师应尊重幼儿在
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
在英语教学活动中，笔者发现虽然所有正常发展的幼儿最终都能
习得目标语，但在其间却产生了不同的差异，诸如习得速度的快
慢、学习语言的方式、行为表现、学习能力等等。为深入了解这
些差异性及其产生因素，获得最佳学习效果，笔者特选取重庆市
渝北幼儿园中大班幼儿各 20 人（其中男女分别为 10 人）为实验
对象，就早期英语活动中幼儿的个体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讨，结
果如下： 

一、幼儿对英语教学活动的喜好程度存在着差异 
（一）纵向比较，中大班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两班幼儿非

常喜欢或喜欢的人数分别占各班总人数的 55%和 90%，不很喜
欢或不喜欢的幼儿则为 45%和 10%，相较之下，大班幼儿更喜
欢英语活动。 

（二）横向比较，各班男孩女孩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中班
男孩非常喜欢或喜欢的人数比女孩人数少 1 人，不很喜欢或不喜
欢人数比女孩多 1 人；大班男孩非常喜欢或喜欢的人数比女孩人
数少 2 人，不很喜欢或不喜欢的 2 人，女孩为 0 人，相比之下，
女孩比男孩更为喜欢英语活动。 

二、幼儿的学习动机存在着差异 
通过交谈，笔者发现每位幼儿学习英语的动机都不尽相同，

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归纳后主要表现在：①英语活动好玩、有趣；
②家庭原因，如爸爸妈妈叫我要学好英语；③喜欢英语教师，所
以喜欢上英语课；④其它，诸如可以出国、别的小朋友的影响等
等。 

三、幼儿的学习能力存在着差异 
根据制定的评定标准，笔者分别就幼儿在听、说（唱）、玩

演、视听等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综合评价，发现大班幼儿的英语学
习能力总体比中班幼儿要强，而女孩的学习能力又要比男孩强。
不过，笔者也发现了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根据中大班幼儿能
力发展水平的总体情况来看，中班幼儿一般应低于大班幼儿，但
在本研究中有一中班女孩的学习能力达到甚至已超过了大班幼
儿，而大班有一幼儿却又远远低于同班幼儿，与中班幼儿相较差
距都非常显著。 

四、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不同的性格特征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学语言快的往往是那些健谈的、开朗的

和适应性强的学生，而那些安静的、墨守成规的学生则较慢，也
就是说外向型学生学语言比内向型学生快。幼儿的性格特征也一
般较为明显的表现为内向型和外向型。根据实验中幼儿的表现来
看，外向型幼儿的表现十分活跃，对提出的问题大都能积极地举
手发言，大胆并乐于进行口语交流。而内向的幼儿则恰恰相反，
在活动中往往表现比较沉默，遇到自己十分有把握的问题才会回
答，还有少数孩子即使会也不敢回答，宁愿多听，也不愿多说。
外向型幼儿的口语交际能力一般较内向型强，但不能较长时间的

集中注意力，内向型虽能保持注意力，但常常不会主动运用所学
语言，因而学习效果反而不如外向型明显。 

（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非智力因素包括需要、动机、兴趣、情绪、情感等，这里我

们主要探讨学习动机与兴趣。动机是推动人们进行活动的内部原
因或动力，兴趣则是动机的进一步发展。不很喜欢或者不喜欢的
幼儿表示对英语学习没什么兴趣，这些孩子大部分在教学活动中
表现平平，尤其是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家长原因促使学习英语的孩
子，在活动中沉默、不积极，一般不会主动回答问题或者自觉练
习，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效果也不太好。可见，动机和兴趣直接
影响着幼儿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及学习效果。 

（三）性别及年龄的影响 
⒈性别差异 
大量研究表明，学习者的性别差异对学科学习尤其是在语言

学习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无论从生理、心理、思维、
记忆力等方面来看，女性在语言学习各方面都优于男性，学习能
力、习得速度及效率都明显高于男性。从本实验也可看出女孩对
英语的喜好、学习能力都不同程度地高于男孩。但由于中班幼儿
的性向意识不及大班幼儿明确，因此中班男女孩相较差异并不如
大班幼儿明显。 

⒉年龄差异 
中班年龄段的幼儿认识活动、概括性和行为的有意性明显开

始发展，较能积极运用各种感官，已逐渐出现逻辑思维的萌芽，
思维过程比以前更复杂，但语言发展并没有跟上思维的发展，语
言的学习能力尤其是运用还比较薄弱。大班年龄段的幼儿心理活
动概括性和有意性的表现则更为明显，初步形成了较稳定的心理
特征，脑发育和脑机能发展显著加速，抑制过程加强，可以逐渐
控制自己的行为，精确认知的能力得以发展，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明显比中班幼儿要强，语言学习及运用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因此，中大班幼儿相较，大班幼儿在英语学习活动中更为主动，
喜好更深，学习能力明显增强。 

（四）家庭环境的影响 
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学习条件、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对学习

有着较大的影响。对于幼儿来说，他们最初认识事物、了解社会
都是通过直接感知或由别人传授，而缺乏自主对事物的认知和是
非判断能力，其学习条件、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
来自于家庭。 

在本研究中，家庭对幼儿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幼儿
的学习动机方面。在家长有意无意的灌输下，孩子对的学习动机
已不仅仅局限于自身需要，而更多的则是家长的驱动。40 名实
验幼儿当中，有 28 人的学习动机中包括了爸爸妈妈叫我要学好
英语，有 29 人表示学好英语将来可以找好工作，比例均高达 70%
以上，其中大班幼儿受家庭的影响与中班幼儿相比更为明显，在
前一项的差距达到 40%，是所有动机选项中差异最为显著的。另
外，有个幼儿的学习动机是将来可以出国，因为他爸爸在美国工
作，他的家人都希望他到美国去，所以常常告诉他要学好英语。 

同时，家长的知识结构水平也影响着幼儿的学习。如本研究
特殊案例中的中班小女孩，她的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父亲在外
贸办工作，平日里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在家里父母也有意对其
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培养。因此，该名幼儿的学习表现十分突出，
知识接收能力强、习得速度快、学习效率高、语言运用能力强，
表达明晰、语感流利，与大班幼儿相较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家庭对幼儿英语学习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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