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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故事教学对学前儿童语言的促进 
◆梁宸玮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广西崇左  532200） 

 
摘要：幼儿时期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 好时期，幼教工作者应该注重

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故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策略，能使幼儿在活动中

与同伴发生积极的互动，提高幼儿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总结了幼儿园教学、故事教学方法，并讨论

了故事教学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幼儿园教育实践，并探讨故事教学

活动对幼儿语言发展能力的影响，从而提出在故事教学中培养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的策略建议，以期促进幼儿园的语言课程建设及教学实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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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故事，不仅能扩充幼儿的知识经验、改变儿童的看法、
升华幼儿的思想情感，还能扩大幼儿书面词汇量、丰富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教师和父母而言，故事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孩子，积极关注和参与儿童早期的成长
过程。 

一、调整和处理教材，为阅读启航 
在幼儿园教育阶段，教师经常会选择“三迭式”结构的故事

文本，例如《三只蝴蝶》《金色的房子》《三只小猪》等。具备这
种结构的故事常有 3 个或以上的角色，以完整的情节贯穿始终，
对话重复，便于幼儿记忆，是很好的开展故事教学的文本材料。
但同样具有“三迭式”结构的故事，像讲述小猴子、大象、长颈
鹿为小姑娘圆圆够帽子的《圆圆的帽子》就比较适宜小班年龄阶
段幼儿使用，因为其人物对话和情节 为简单。《三只蝴蝶》《金
色的房子》就适宜中班年龄阶段幼儿使用，因为其故事文本中人
物更多，对话较为复杂，对幼儿的倾听、理解、复述等能力要求
更高。大班幼儿喜欢的《三只小猪》《和甘伯伯去游河》等故事
文本，则情节更为复杂、人物更为丰富，且故事情节也有了更多
的变式。如《和甘伯伯去游河》增加了猫追兔子、狗追猫等小连

式的互动内容，这对于大班幼儿的阅读理解力和复述能力都提
出了挑战。可见，对具备相同结构的故事，还必须依照不同年龄
阶段幼儿的语言能力来选择适宜的故事文本。 

二、先学后讲，“小百灵”激情演绎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语言领域的总目标是“提

高幼儿语言交往的积极性、发展语言能力”。针对要求，可以在
每个班级中设置“谈话墙”，将每日晨谈活动融入到这个“谈话
墙”中，为孩子营造“说”的氛围，旨在鼓励幼儿把自己学到的
故事、认知到的生活经验、社会新闻通过语言大胆地在集体面前
进行讲述。 

起先，在“谈话墙”时间中，也许只有三四个小朋友愿意给
大家讲故事，讲的时候声音也不够响亮，演讲效果不是很理想。
为此，可以购买小蜜蜂扩音器，同时又利用午睡室多余的小桌子
改制成一个小窗口，命名为“百灵鸟主播台”，这一下瞬间让孩
子们找到了主播的感觉，在老师的积极鼓励下，一段时间下来，
孩子们觉得“百灵鸟主播”时间不够长，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在
大家面前露一手。在这一活动中，每个小朋友都受益匪浅。其中
紫涵的进步 大。她是一个怎么都不愿意在集体面前讲话的小朋
友，多次请她在小伙伴们面前做个自我介绍都紧闭双唇不肯开
口。就是这么一个内敛的小女孩，在故事魔力的驱动下，有一次，
竟然举手要求与大家分享她的故事。自那以后，她像换了个人似
的，变得活跃起来，教学活动中也愿意举手发言了、能主动与老
师交流，也更愿意在集体面前展现自己了。 

三、多元化表达表现，共享“精彩一刻” 
《指南》中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共同

为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就是说，幼儿园势必要跟
家长、社区密切联系、步调一致，只有这样，幼儿园的教育才能
真正有意义，才能更好地开启孩子幸福的一生。儿童身上蕴藏着

充满生机的冲动，生来就有一种天然的欲望，要做事，要工作，
抑制躯体活动的教育，就是抑制本能，因而也就是妨碍了自然的
学习方法。针对幼儿的这一特性，我园别出心裁地在网络电台上
申办了以“西幼灯塔”为名的电台播讲栏目，其中的“童言童语”
既为专门为孩子们开设的一个播讲栏目。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小
主播们从一开始的几句话故事到现在每期都会固定地推出符合
我园稚绿课程为主题的生态化故事，小主播们也从单人播讲到分
角色播讲。每次播出，都获得家长们踊跃点评，孩子们也争相报
名参加主播节目。 

四、动说结合，优化故事教学 
由于“儿童心理（智力、思维）既不是起源于先天的成熟，

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源于主体的动作。主体通过动
作对客体的适应，乃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真正原因”。幼儿年龄小，
生性爱动、爱游戏，如果将语言活动与绘制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动手促进动脑，展开思维和想象，我想是能够丰富幼儿语言
学习的内容，提高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的。 

多用于语言教学的巩固练习。练习是幼儿学习语言的重要方
法。通过练习使幼儿加深理解故事教育中的有关内容，牢固掌握
语言知识，熟练运用语言技能。采用边做边讲述的方式来巩固多
学的内容，能使幼儿对学习内容保持兴趣，反复练习不枯燥。如
在我园开展的家乡美方言周主题活动中，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家
乡话表述自己故乡的美好景物，在用特定的方言表达自己家乡童
谣、传说的同时手持家乡的图片、特产，身着家乡的特色服装边
舞边说，幼儿兴趣浓厚，讲述欲望强烈，且愿意重复讲述。 

五、开拓创新，灵活故事表达 
1.设置悬念中断故事法 
讲故事时，我通常不把故事内容生动形象地完整讲述，而是

借助语言的力量，唤起幼儿思想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幼儿的求知
欲，产生一种悬念。我伴以适当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把故事讲到
情节发展高潮时，中断故事内容设置悬念，引导幼儿进入角色，
说说故事中的动物和人物会怎么办？  

2.表演复述活化故事法 
过去把故事连起来请小朋友完整地再听一遍的形式显得呆

板，不可取。我如今是用表演的形式把故事内容表现出来，让孩
子们边表演边复述故事的内容，为此我努力为幼儿创设宽松和谐
的环境、轻松活跃的气氛，借助优美的音乐、新颖的教学方法来
激发幼儿 佳学习状态，让幼儿产生“我要说”而不是“要我说”
的意识。教师在讲故事时，一般都会问“故事里都有谁？他们在
干什么？结果如何？”之类的问题，引导幼儿掌握基本的故事结
构要素，但是由于幼儿倾听习惯和能力的差异，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能回答这些问题。利用不同于日常交流沟通的书面语言来讲述
故事，对于幼儿的理解能力更是提出了挑战。 

结语： 
总之，依据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发展特点，选择具有适

宜结构的故事，借助语言领域教学活动、区域游戏等形式，可以
达到帮助幼儿更好地记忆故事内容、复述故事情节、增强表述能
力， 终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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