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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语言教学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初探 
◆陈咏梅 

（云南省玉溪元江县第三小学  653300）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对幼儿的教育起到高度的重视，尤其

是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对幼儿教师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在

今后的幼儿教育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培养幼儿学习知识的能力，还要培

养幼儿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和个体

差异性，从而有效的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幼儿语言教学和学

习中的积极性。本文对幼儿语言教学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进行详细的

研究和分析，从中选出合理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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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前阶段的幼儿正处于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幼

儿刚刚接触语言，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模仿性。由于家庭原因和
人类自身的天赋，使得幼儿从小对语言耳濡目染，要想提高幼儿
的语言能力，就要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培养。因此，在今后的幼
儿教学中，幼儿教师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来提升幼儿的语言
能力，以此激发幼儿说话的积极性和对语言学习的热情，有利于
提升幼儿的思维能力，促进幼儿的全方面发展，为幼儿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幼儿语言学习的特点 
1.幼儿在语言学习时具有模仿性 
由于幼儿的年龄的较小，对许多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并且会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模仿。不仅如此，幼儿在对成人语言
进行直接模仿的过程中，总是会将自身的需求作为根据，实施变
通式和创造性的模仿，把他们所听到的句子稍微变动，便成为了
自己自创的语言，幼儿会运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
和幼儿实施语言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只要幼儿出现
交往意愿和欲望的时候，幼儿会在脑海里主动搜寻句子和词汇，
并且尝试着将其表述出来。在这样的交往欲望刺激之下，如果幼
儿由于自己的词汇量匮乏，或者由于语法错误而使双方出现理解
障碍，幼儿便会出现学习新词汇和新语法、新字的迫切性，这个
时候，学生会对语言环境进行充分利用，并且向其他人进行模仿
和学习新词和新语句。这便是幼儿语言习得的模仿性特征。 

2.幼儿在语言学习时具有创造性 
幼儿的智力和思维能力还在发育阶段，对许多的事情理解的

还不管够透彻，在幼儿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幼儿在对某
一事物产生疑惑后，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变通和选择，
使之发展成自身自创个性化语言。每个幼儿都会通过和别人的语
言交流来丰富自己的语言，由于幼儿间个性差异性导致面对同样
的语言范例时，一千个幼儿有一千种模仿结果。幼儿对语言的这
种创造性，促进了幼儿语言教学的发展。  

二、幼儿语言教学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有效策略  
1.教学时做好引导工作，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在进行幼儿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采用丰富的教学方式

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幼儿自主学习的热情，有利于
培养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幼儿语言教学中的快板儿游戏，
幼儿教师依据课本内容对快板儿游戏的口诀和动作进行展示，基
于幼儿年龄特点，教师可以逐字逐句进行演示，比如，念一句展
示下动作，引导学生进行模仿和学习，之后教师可以对小朋友进
行提问：“小朋友们你们谁能边说儿歌边做游戏呢？”，这样的方
式，激发了幼儿的自主学习热情，接下来，教师在游戏过程中也
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学习，“下面，我们看看哪个小朋
友儿歌说得又快又好，动作做得又快又对？”，这样可以充分调
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在儿歌游戏开展过程中，教师这可以
对幼儿的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下幼儿自我学习情况，并对幼
儿的学习给予表扬，通过这样的儿歌游戏互动，充分吸引了幼儿
的注意力，激发了幼儿自主学习热情，进而促进幼儿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以及提升。 

2.运用合理有效的游戏方法，发展幼儿语言 

由于幼儿的年龄较小，具有活泼好的性格，在课堂上无法集
中注意力进行学习，喜欢做游戏。因此，在今后的幼儿教学中，
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活泼好动，喜爱游戏的这一特征进行语言教
学。教师所组织的游戏活动要具有形象性和具体性，通过发挥游
戏的多变性和自主性，或者运用各种道具，对幼儿好奇心进行满
足，为幼儿增添乐趣，对幼儿交往需求进行满足，促进幼儿可以
主动、自发、积极实施语言交往。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开展“小
小广播站”的活动，由当天值日的学生扮演播报员的角色，对每
天的重大发现、新闻、天气情况进行预报，还可以请几名幼儿学
生作为主持人来主持节目，使其他幼儿说一件自己十分感兴趣的
事情，或者自己认为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幼儿均在游戏之前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均可以轻松、正确地完成任务，通过
组织幼儿开展这一游戏，幼儿逐渐产生了讲述的兴趣，纷纷争前
恐后当主持人。此外，由于该游戏为幼儿带来了成功的喜悦和体
验，幼儿们均逐渐变得自信和勇敢，不仅激发了幼儿的语言兴趣，
更提升了幼儿的语言能力，从而有效的提升幼儿的自主学习能
力。 

3.运用幽默语言教学，展现语言文化魅力 
在进行幼儿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改变说话的习惯和

方式，采用幽默的语言教学方式，对语言知识内容进行形象、直
观的描述，使学生不仅可以对学习乐趣进行享受，还可以对所蕴
含的道理进行顿悟。例如，教师可以为幼儿运用儿歌法实施教学，
教师在教授给学生一些礼仪礼貌或生活常识的过程中，可以编排
一些十分简单、有趣的儿歌来使幼儿更加容易进行记忆。在教授
幼儿知识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故事与幼儿的日常生活进行联
系，使幼儿产生思考，并且鼓励幼儿将自己所产生的想法说出来，
教师还要尽量使幼儿自己动手进行试验，并且将试验的结果告诉
其他小朋友和老师。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幼儿语言表达的兴趣，还
可以促进幼儿动脑和动手，对幼儿观察力、自主学习能力、注意
力进行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幼儿语言教学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情，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和实施。因此，
在今后的幼儿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
体差异性，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其积
极的投入到语言学习中，从而促进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为
幼儿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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