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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园集中教育活动中教师指导性言语的问题与对策 
◆管安秀 

（重庆市永川区五间幼儿园  402189） 

 
摘要：幼儿园教师在集中教育活动中，其指导性的言语存在着指令性言

语过多、评价与过于简单和忽视幼儿情感性的情况，会降低幼儿学习的

主动性，盲目性，限制幼儿的个性发展。建议策略是幼儿园教师要注意

控制指令性言语，提高使用评价性言语的技巧，并加强情感性言语的运

用，以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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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里，教师不仅承担着对幼儿生活的照顾、管理，知
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等责任，更承担着对幼儿行为和情绪的指
导、评价、控制。由于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限制，3—6 岁的
幼儿还不能接受文字信号，教师的言语行为就成为实现教学互动
的主要手段。在幼儿园保教活动中，教师往往采用有声言语对幼
儿进行信息的传播、指令的发布、情况的交流、行为的评价等，
幼儿就是在教师的言语环境下获得能力的发展和习惯的养成。 

一、教师运用指导性言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无效提问和指令性语言过多，会降低幼儿的主动

性 。 
幼儿园的工作细碎繁杂，这一切都需要教师通过组织指导幼

儿来完成。所以提问、指令、讲解说明、提示等指导性语言都是
教师实现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教育不可获缺的工具。同时，
此类语言也是教师建立班级集体规则的重要工具，教师通过口头
言语的提示，约束幼儿纪律，建立幼儿的良好的行为规则，其价
值不可忽视。 

教师口头语言中提问的方式很多，通常教师以问题的方式来
达到多种目的，如引起幼儿注意，启发幼儿观察，提示幼儿错误，
鼓励幼儿思考，或者环节间的过渡，引出下一课题等。在教师的
提问中，真正能引起幼儿思考的问题不多，教师更多的是封闭式
的只有一种答案的或不需要答案的问题，目的主要是为引起幼儿
注意。 

（二）教师评价性言语过简、过少增加幼儿的盲目性 
我们都知道要为幼儿营造激励性的环境，因为人的自信是在

受到肯定和获得成功中培养出来的。因此，对于表扬，教师们都
能意识到其重要性。但是在运用表扬、鼓励和安慰的言语时缺乏
技巧。教师的表扬语言在活动中比其他情感性的言语要多，但是
表扬语言的类型少，通常为“好”“很好”“好的”“很棒”，表扬
非常笼统而不具体。而且，教师常以发布指令进行表扬，如：“好，
我们给他鼓鼓掌！”同时鼓励和安慰的语言比较少，幼儿遇到困
难时，教师很少说“不要紧”“没关系”，只有在教学活动中幼儿
回答不上问题时，教师才说“没关系，你再想一想，等会告诉我
们。” 

（三）在言语交流过程中，师幼存在不平等，教师回应幼儿
的言语较少。 

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教师提问、讲解、说明的频次非常高，
体现了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儿童回答、
陈述的语言多，说明幼儿通常是在应付教师的问题或指令,能主
动提问、质疑、商讨的机会很少。作为教师，没有给予幼儿充分
的时间、机会和条件进行主动的语言发展，而是老问孩子问题，
而且问的又是有预成答案的问题，希望幼儿顺着自己的思路回
答，形成教师高控制、高约束，幼儿高服从、高依赖的教育模式。
大部分语言都是教师发起，在回应幼儿的语言中，存在简单、应
付的倾向。很多的回应是在幼儿发生困难或问题，向教师求援时
发生的，在这些情况中，教师启发性的回应很少，通常总是很“及
时”地帮助解决了问题。如幼儿说：“老师，我不会！”老师会说：
“看老师怎样做的。”教师没有很好地了解幼儿的情况，问问幼
儿什么地方不会，就发出指令进行回应。长此以往，将束缚幼儿
的创造性，使幼儿形成封闭的心态，不利于幼儿主动参与、大胆
质疑品质的发展。  

（四）教师言语中忽视了情感性，对儿童个性发展不利 

幼儿期是人进入群体生活的第一步，也是人性格、情感发展
的关键期。教师通常通过表扬、鼓励、安慰、批评等口头言语行
为照顾幼儿的生活，抚慰幼儿情感，来建立良好的心理环境，引
导幼儿体验多种情绪，指导幼儿正确的行为，调控儿童的消极情
绪，使幼儿个性和心理能正常发展。所以教师口头言语是了解幼
儿、抚慰幼儿情绪的有效途径。幼儿情绪不稳定，前一分钟在笑，
后一分钟可能就会哭，而环境中的漠不关心、缺乏尊重，同伴中
的委屈、歧视、排斥都会给幼儿造成不安全感和焦虑等情绪，需
要教师在“管”和“教”的过程中对了解、观察幼儿的心情、情
绪进行鼓励、安慰等。 

二、对教师运用指导性言语的建议 
（一）减少指令性言语的使用 
教师应明确幼儿是发展的主体，自己是幼儿发展的支持者观

点。要多让幼儿说话，多听幼儿说话，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去掉
几个指令，多说“你说怎么办？”让幼儿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
如果必须发出指令，则要清晰、明确，最好以商量的口吻进行。 

（二）注重提问的方式和质量 
幼儿园教师要注重提问的质量，促进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发

展。注意提问的适宜性、价值性、明确性、系统性，有重点、难
点的启发式的提问，多提开放性的问题。运用对答法了解幼儿对
问题的理解程度和语言发展情况，锻炼幼儿单独讲话的能力。提
不同水平的问题由不同水平的幼儿回答。用补充法、抢答法等培
养幼儿的竞争能力。用设疑法集中幼儿注意，激发、引导其积极
思考。用讨论法调动幼儿发言的积极性，使每个幼儿都有机会讲
话，培养幼儿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关注幼儿的情感需求 
教师要多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感受，让孩子能感受教

师的爱意，培养积极的情感。经常与孩子保持有效的对话，以达
到良好的情感交流。教师要学会和孩子幽默风趣的对话，要做一
个耐心的倾听者。要允许孩子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既不要打
断也不妄加评论。要把你希望孩子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尽可能用
具体的语言说清楚，而不要用语言挫伤孩子。对陷入紧张与沮丧
的孩子要及时提供安抚性语言支持。在言语交流中关注幼儿的情
绪，用合理的情感性的言语及时安慰、疏导。 

（四）兼顾表扬与批评 
教师运用表扬和批评时要注意语言要具体、明确，可以从情

感、行为、思维、习惯等方面进行说明，做到“一表扬二建议三
希望”，用充满激励、充满尊重、充满信任的话语将表扬、批评
结合，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明白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努力
的方向，让表扬或批评都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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