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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教育中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黄菊琼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屯乡幼儿园  561000） 

 
摘要：幼儿教育阶段是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幼儿教育工作

者应该重视起这一阶段的语言教育活动，引导幼儿参与语言表达活动，

关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设计阶段性的教育活动开展目标，促进

幼儿语言教育活动有效性和针对性提升。笔者结合自己在教育实践中观

察到的问题，分析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路径和方法，仅供同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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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教育时期是幼儿成长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养成幼

儿的行为习惯和素质能力，尽管幼儿的思维水平和智力能力有
限，但是幼儿教师要尝试开展启蒙性教育，促进幼儿全面可持续
发展。就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来说，幼儿的可塑性较强，如果幼儿
教师可以合理应用幼儿语言教育活动促进其语言表达能力提升，
则会对幼儿个体能力提升提供契机。 

一、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激发幼儿表达积极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

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可见在
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在实现既定教学目标之前，需要遵循幼儿
成长和发展规律，营造符合幼儿兴趣并且和教学目标紧密相关的
教学氛围，营造客观的教育环境，为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提
供契机。一是创设和谐的语言环境，激发幼儿主动说话的兴趣。
宽松和谐的语言环境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幼儿主动说
话的必要条件，例如，通过每天晨谈，请幼儿介绍自己在一天活
动中的情况和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开展一系列区域和角色游戏活
动，为幼儿创设想说、敢说、主动说话的环境。二是创设多元化
的语言环境，使每个幼儿的语言得到发展。语言区是为幼儿提供
一个安静、舒适以及激发语言交往欲望的环境，它能激发幼儿表
达语言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幼儿大胆表达的态度和能力。所以，
教师要为幼儿创设一个多元的语言区，调动幼儿学习语言的积极
性，例如，在语言活动区，教师可摆放一些适合幼儿年龄特征和
认知能力的材料和图书，让幼儿在发现、提问题时，学会运用工
具，自己寻找答案，并把自己的发现自豪地告诉同伴，从而使语
言活动朝着深层次发展。 

二、创设生活化情景，丰富幼儿的词汇量 
幼儿思维还处于发展初期，很多时候幼儿想要表达自我但是

词汇量不够，造成表达不善或者错误表达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丰富幼儿的词汇量，引导幼儿结合
生活经验积累词汇，辅助自己的语言表达。我们在具体的幼儿语
言教育活动中，可以应用生活化情境开展教学活动，促进幼儿的
词汇量提升，激发其自我表达的欲望[1]。例如，教师可以在文化
课课堂结束的前 10 分钟创设一个“经验交流会”，围绕着今天你
学会了什么？今天的最大收获是什么？等进行交流，让幼儿在集
体表达的情景下积极发言，丰富其自身语言的表达量。 

三、既要重视集体的语言教育活动，又要重视日常语言教育 

幼儿语言教育主要方式是集体语言活动，如集体课堂书画欣
赏和集体活动等，在做好集体的语言教育活动的同时，我们应当
加强对幼儿语言日常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选择一些幼儿兴趣
的话题，与幼儿多多交流[2]。早晨接待幼儿来园时，教师要用大
方的神态接待幼儿，微笑着对小朋友说：“张三好”“李四今天的
衣服真漂亮。”“王五这几天没来，老师和小朋友们都想你了！你
想老师吗？”在组织幼儿午睡时，教师则应多用神态语言和肢体
语言，而应该减少口语的应用，如摸摸头、拉拉手和盖盖被等，
这些肢体语言就会让小朋友产生安全，体会到一种无声的关爱。
给幼儿创造一个幽静、愉悦的午休环境；在组织幼儿活动时，如
教唱新歌时，幼儿总是记不住歌词，如果将每一句歌词边唱边用
一幅画形象地展现在黑板上，幼儿就能根据画很快的记住歌词等
等。我们老师在教幼儿书时，要有目的地进行指导“这只小熊在
干什么？它要过马路，这么多车怎么办？”“小熊不敢走了，怎
么办？”幼儿们就会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由于没有了集体教
学的约束，老师和幼儿都处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通过互动的教
学方式，更有利于幼儿接受知识，使幼儿由被动变为主动，幼儿
也会感兴趣，学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四、创造语言表达的机会，提高幼儿的表达能力 
幼儿的教育的重点就是培养幼儿的各项能力，促进幼儿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为幼儿创造更多的表达机
会是切实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任何技能的学习，如
果不勤加练习，最后都会生疏的[3]。幼儿园教师可以在学习、游
戏、生活等方面，提供幼儿表达的机会。例如，在学习时，教师
可以鼓励幼儿积极提问和发言，增加和其他幼儿相互学习的机
会；在吃饭时，可以鼓励幼儿轮流在吃饭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最喜欢的故事[4]；在游戏中，可以尽量组织幼儿进行一些交
流机会比较多的游戏。通过这样的一些安排，为幼儿创造了大量
的交流机会，幼儿在多次的练习中，久而久之会形成一套自己的
表达习惯。 

结论： 
综上，语言表达能力是个体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我们常常

在幼儿教育中产生误区，认为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尚且发展不成
熟，因此应该放任幼儿自我发展，其实这个想法是非科学的，我
们反而应该抓住幼儿教育这一黄金时期，为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发展提供契机。基于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现状，笔者结合自己
在教育实践中观察到的问题，分析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
路径和方法，旨在促进幼儿语言教育工作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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