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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幼儿教育中如何发掘幼儿语言 
◆张  敏 

（雁江区保和镇中心幼儿园  641300） 

 
摘要：教师应当寻找当前幼儿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本文将

对幼儿教育中如何发掘幼儿语言能力展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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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行业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幼儿教育
的重要性，并且加强了对幼儿教育的关注。语言作为人们交流与
沟通的基本工具，不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
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情商与智商。因此，为了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
教师应当加强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关注。在幼儿教育中，幼儿语言
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其他能力，所以教师
应当着重关注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经研究表明，三到四岁的幼
儿是接受语言教育的最佳时期，他们不仅词汇量较少，且对事物
的认知能力也较低，所以教师应当采用有效的策略，挖掘他们的
语言能力，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幼儿语言表达的特点 
教师若是想要改进当前幼儿语言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那

么就应当对幼儿特点进行深入调查。由于幼儿正处于成长的关键
时期，他们的能力较低，所以其特点也十分明显。通常来讲，幼
儿语言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幼儿比较喜欢表达，而且他们还
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幼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他们还未构建起
自身的知识体系，学习的主要渠道为模仿他人。同时，他们无法
分辨善恶，所以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当不断规范自
己的语言，确保自己的语言能够为幼儿带来正面影响，这就对教
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次，幼儿的发言较为含糊。幼儿在模仿
之下，会逐渐运用一些语言，但其发音却存在较大问题。因此，
教师还应当引导幼儿进行正确的发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较好的
语言教育；最后，幼儿还不具备语言辨别能力，所以他们在模仿
的过程中难以辨认哪些语言是适用于自己的，这就使得他们无法
得到较为有效的语言教育[1]。综上所述，教师应当结合幼儿的年
龄特征以及语言特点，对幼儿展开适当的教育。 

二、当前幼儿语言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未能实现与幼儿的互动，幼儿对语言教学缺乏兴趣 
当前，部分教师还未能给予幼儿语言教育正确的认识，他们

在对幼儿实行教育时，仍旧采用集体式的教学方式，这就使得幼
儿只能接受到“大锅式”的教育。长此以往，幼儿不仅不会获得
语言能力的提升，而且还会逐渐形成学习兴趣的削减。在新课改
下，教师应当杜绝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部分教师认识到了教
学方式的重要性，并且以“讲故事”的方式带领学生进行语言能
力的培养，但他们在应用过程中，未能实现与幼儿的互动与沟通，
这也使得教学难以发展其实际价值[2]。 

（二）培养方法存在欠缺 
根据上文所述，幼儿具有较强的表达欲望，他们渴望受到家

长与教师的关注，并且希望自己的发言能够得到教师的回复。在
幼儿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教师应当为幼儿创设较为轻松愉悦的教
学环境，并且积极建立与幼儿的沟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教师
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由于幼儿人数过多所导致的。教师在对
幼儿实行语言教育时，通常都会采用呵斥或者瞪眼等方法对幼儿
实行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幼儿不健康心理的发展，并且
对幼儿的语言表达欲望构成了严重制约[3]。 

三、促进幼儿语言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创设语言情境，激发幼儿对语言教育的兴趣 
在年龄的限制下，幼儿往往缺乏生活经验，且其知识面也较

为狭隘，所以教师应当为幼儿创设语言情境，这样不仅能够让幼
儿实现生活经验以及知识面的丰富，而且还能够有效调动他们对
语言教育的兴趣，并且在情境中实现语言能力的培养。教师应当
引进先进的教学手段，并且以教学手段为踏板，实现幼儿语言能
力的培养与发展。教师可以借助讲故事，为幼儿创设语言情境，
并且让幼儿参与到情境中这样能够让幼儿迅速学会其中的语言。

例如，教师可以将幼儿指定为故事中的角色，让他们进行角色的
扮演，而后教师则一边讲故事，一边让幼儿按照故事的发展进行
活动与对话。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将原本枯燥乏味的教学知识点
转变为生动的教学模式，从而呈现给幼儿，让幼儿充分实现学习
兴趣的激发。在幼儿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给予幼儿
全面的关注，明确幼儿在角色扮演过程中遇见的困难，并且及时
帮助幼儿排解，从而为教学活动的有效展开提供保障。例如，教
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宝宝在哪》的角色扮演，扮演妈妈的幼儿
应当向扮演警察的幼儿进行描述，描述宝宝的特征，而警察叔叔
则根据妈妈的描述，帮助妈妈进行宝宝的寻找。在这一情境中，
幼儿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并且进一步实现了词汇的丰
富，所以教师应当注重对教学情境的创设，致力于为学生创设特
定的语言情境，这样能够有效提升语言教学的有效性。 

（二）重新拟定培养方法，展开个性化的语言教育 
因幼儿的个体能力有所差异，所以教师应当注重对幼儿的个

体关注，杜绝“大锅式”的教育，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幼儿语言教学应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幼儿的
成长需要。教师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现有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改进。这对上文所述的培养问题，教师应
当对其进行调整，以宽容且耐心的态度对待幼儿，杜绝恐吓，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为了满足幼儿的语言教学
需求，教师还应当制定个性化的语言教育方案，从而促进幼儿的
发展。因此，教师应当加强对幼儿的关注，深入到幼儿中，了解
幼儿的语言基础以及学习能力，然后展开教学方案的制定。 

结束语： 
对于幼儿教育而言，语言教育至关重要。语言表达能力是幼

儿智力开发的关键，教师应当人情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教
学过程中秉持以育人为根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幼儿的学
习需求，实现更高质量的幼儿语言教育。教师还应当引入先进的
教学手段以及合理的教学方法，从而为高效课堂的打造提供保
障，实现幼儿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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