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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论幼儿文学在大班幼儿语言教育中的运用策略 
◆魏玲英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城北公办幼儿园  341900） 

 
摘要：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朗读，是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幼儿文学作品中存储着大量的语言信息，是对即将步入小学的

大班幼儿进行语言教育的很好的平台和途径。如何充分发挥幼儿文学作

品在大班幼儿语言发展的重要作用，借助幼儿文学作品对大班幼儿的语

言学习进行有效指导，促进大班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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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教育是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
容，特别是针对大班幼儿，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朗读，是帮
助他们获取幼儿文学作品中存储的大量语言信息的 主要的途
径和方法，而且由于幼儿文学作品富有艺术性、趣味性的特点，
能够让大班幼儿在愉悦的探索过程中，丰富情感体验，提升审美
能力， 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幼儿形成健康、良好的语言习惯、语
言体系。但是，相应的，在大班语言教育中运用幼儿文学，也应
讲究策略和方法，那样，才能让幼儿文学真正发挥对大班语言教
育的促进作用。 

一、幼儿文学对大班幼儿语言教育的作用 
（一）帮助幼儿提升语言能力，使之得到全面提升和规范。 
3 到 6 岁是幼儿人格形成、发展的敏感期，在这个阶段幼儿

的语言能力具有较大潜力，如果能够好好把握，将能够是幼儿的
语言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通过阅读幼儿文学作品，其中大量的词
汇、表达方式等能够有效提高幼儿的表达能力、审美能力、倾听
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等，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丰富和规范，是十
分有益的。 

（二）帮助大班幼儿感受语言环境，开发想象能力。 
幼儿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表达素材，作品中形象有趣

的故事、朗朗上口的文字组合都是大班幼儿的语言素材库，在阅
读、朗读幼儿文学作品时，幼儿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从而在
不知不觉中形成正确的语言表达习惯。同时，幼儿文学作品的活
泼性、丰富性也为幼儿营造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
们可以享受阅读的快乐，得到身心的愉悦，同时幼儿文学作品中
勾勒出的奇妙情景，与幼儿现实中的体验是有偏差的，这样的新
奇感，也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可以展开想象的
翅膀，充分发散思维，促进他们想象力的发展。 

二、在大班幼儿语言教育活动中运用幼儿文学的策略 
尽管幼儿文学在大班幼儿语言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如果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将无法展现出其独特魅力，
难以调动起幼儿的学习积极性，更达不到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
的作用。在大班幼儿语言教育中运用幼儿文学的有效策略是依据
不同题材，有侧重地选择相应的教学方式，具体来说： 

（一）绘本更应该用看的教学方式，提高大班幼儿的视觉审
美能力，丰富大班幼儿的语言体系。 

绘本是融图片和文字为一体的幼儿文学体裁，它与一般的故
事书的 大区别，在于绘画的艺术性上。通常幼儿教育中会把绘
本故事当作教学的重点，这样显然没能充分发挥绘本的 大优
势。教师应该引导幼儿更多地关注绘本的图画，绘本图画大都很
有作者个人的绘画特色，对于故事内容的表现也更加丰富，教师
可以让幼儿更“自由”地去看，感受绘画本身体现出的情绪色彩。
这种审美能力的提升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无形的。 

（二）儿歌应选择以读为主的教学方法，促进幼儿语感的形
成。 

首先，因为儿歌本身就是富有音乐感的，而这种音乐感是通
过文字、语句的押韵、词句的回环来实现的，同时，儿歌的节奏
感也很强，读着有很明显的接拍停顿，因而儿歌在大班幼儿语言
教育体系中应更多地选择“读”的方式来发挥其优势，从而让幼
儿体会到语言的音韵美。其次，除了儿歌本身的节奏、韵律美之
外，儿歌当中也有很生动的故事，在这样的小故事中，如果教师

能够借助朗读区分其中的角色，融入相应的感情，那么，幼儿往
往能够更真切地领会角色的情绪变化，体会到语言的“感情色
彩”，从而增强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此外，教师在进行儿歌的
诵读过程中，还可以配合语音、语调的变化，辅以相应的肢体动
作，增强儿歌的趣味性，能够让幼儿在愉悦的氛围内，充分理解
儿歌表达的情境，故事里人物的情感变化等，对于幼儿综合能力
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三）童话可以选择以听为主的教学方式，促进大班幼儿想
象力、复述能力的发展。 

童话是一种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与儿歌的中的故事不
同的是，童话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更加丰富、复杂，如果让教
师、幼儿把“读”的精力放在童话上，显然会消耗过大，反而影
响了对童话情境的理解和想象的空间。因而，借助童话促进幼儿
语言体系的发展，应该以“听”的教学方式为主，可以让大班幼
儿通过“看书”“听书”相结合的方式来欣赏童话，这样看、听
结合，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童话。因为童话的情节、人物往
往会更加复杂和丰富，有的内容幼儿只听一次会在理解上造成偏
差，因此“听”是他们更好地了解童话的方式。教师不光可以用
多媒体设备为幼儿播放童话，还可以与幼儿一起听童话，并进行
互动，在听了一个故事后，可以引导幼儿就故事中的问题进行讨
论，比如，“小兔子到底吃没有吃到那个特别的胡萝卜呢”等，
引导他们积极思考，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引导幼儿回忆故事情
节，“小兔子是怎样得到那个特别的胡萝卜的？”这样的提问能
够帮助幼儿简单地回顾故事内容，而他们讲解问题原因的时候就
是他们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的很好的语言训练，而为了得
到问题的正确答案，教师可以带领幼儿再听一遍故事的关键点。 

结语： 
总之，幼儿文学教育是大班幼儿语言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幼儿文学的科学、合理的运用，能够大大提升大班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但是运用幼儿文学辅助大班幼儿的语言教育应该讲究
策略和方法，依据体裁，选择适宜的方式，从而真正发挥幼儿文
学的魅力，促进大班幼儿的语言能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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