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03　2019 157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教研助力晨谈，晨谈促幼儿发展
蔚峥艳

山西省忻州市幼儿园　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教师在晨谈的实践中，通过观察孩子、发现孩子，在和孩子的交流中，进一步提升了教师观察和分析幼儿的基本能

力；在教研中通过多种教研方式，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在交流研讨分析教师中，不仅梳理了教师晨谈的相关理论知识，也
让教师学会深入地研究了孩子，研究谈话的组织策略，也促进了老师的专业成长，从而能充分发挥晨谈对幼儿多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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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教研工作是幼儿园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重要推手，
是教师不断提升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形势下，游戏成为幼儿的主要活动，重视幼儿生活中的
教育价值，关注教育的随机渗透。我园一直非常重视幼儿的
语言发展，在我园的“《指南》背景下幼儿园晨间谈话活动的
设计与指导策略研究”课题开展中，我们从晨间谈话的角度
关注幼儿的语言发展，关注幼儿的身心发展，并从教师的晨
谈实践中发现困惑和问题，从而针对性地开展教研活动，提
升教师设计晨谈、有效地指导晨谈，充分发挥晨谈在幼儿发
展中的价值。

一、课题式教研，明确课题研究思路
我们基于幼儿园较为丰富的语言经验，选择了语言类的

课题，在立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拟定课题的实施方案，教师
深入实践中探索、共同研讨，扎实有序开展课题。

二、专题式教研，形成科学的晨谈认识
晨间谈话是幼儿一日生活中的重要环节，有效开展晨间

谈话，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独特的作用。教师对晨谈没有科
学的认识、教师不重视晨间谈话，缺乏晨间谈话的计划性和
系统性，就会忽略组织晨间谈话，就不可能设计和组织好晨
谈活动。

我们开展了针对晨间谈话的专题教研，首先通过高校学
前教育专家理论引领，明确认识晨间谈话的作用，了解幼儿
园晨间谈话活动对于孩子各方面发展的独特价值，晨间谈话
的形式和内容如何选择，如何组织晨谈活动，再进一步提高
晨间谈话的实效性，发挥晨谈对幼儿情绪情感、语言表达、
思维能力和交往能力多方面独特的作用。

三、案例式教研，提升教师组织指导晨谈的策略
案例式教研是贴近教师实践的教研活动，也是教师感受

深刻、易于接受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使用老师们常见的、
典型的案例作为教研载体，感受不同的晨谈策略对活动开展
的影响。

1. 制定晨谈计划，做到教师“心中有数”
晨间谈话也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虽然在晨间老师有

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晨谈也不是必须每天都要进行有深刻价
值的，也可以在晨接待、晨间区域游戏地过程中对小组或个
别幼儿进行短时间的有目的的晨谈。教师基于对幼儿个性特
点的了解、对幼儿生活经验与兴趣的了解，从谈话的时间、
对象、主题、形式、情境、次数等方面制定计划。

2. 营造宽松愉悦的氛围，做到“谈话者积极互动”
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创设宽松、愉快的晨

谈氛围。教师要真诚平等的同幼儿交流、多鼓励、支持幼儿，
做幼儿的朋友。宽松、愉悦的晨谈氛围，有利于深入晨谈活
动的开展和深入。宽松愉悦的晨间谈话氛围，幼儿就乐于参
与晨谈活动。教师真诚倾听，就能增强幼儿“说”的勇气，
及时回应，就能调动幼儿积极地说，大家平等参与，分享互

动谈话的乐趣。
3. 选择适宜的内容，让幼儿“愿意谈”
我们发现晨间谈话的组织中，我们总结了老师在谈话内

容选择中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如谈话内容多为老师选择，不
能深入地谈下去。其实老师要学会做一个善于观察与思考的
老师，在谈话活动中怎样才能找到幼儿的兴趣所在，有适宜
的内容让幼儿愿意谈，能够深入地谈，从而体现出谈话真正
的价值。

4. 提供适宜的辅助材料，帮助幼儿“有话会说”。
适宜的辅助材料会推进幼儿的思考和经验的回忆，帮助

幼儿展开对话题的进一步讨论，拓展和分享相关经验。如提
供相关的课件、视频、图片，书籍，幼儿的作品等，可以提
前准备，也可即时提供。

5. 提高教师知识储备，支持幼儿“有话可说”
晨间谈话中老师们常常会提到“把天聊死了”，“谈话进

行不下去了”的现象。这一方面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知识，如
了解幼儿发展的知识，从而掌握并分析幼儿的发展状况并提
出对策；提高教师在幼儿保育教育的知识，从而在晨谈中有
目的、能抓住重点、有效地开展晨谈；提高教师通识性知识，
以丰富的广阔的知识经验支持幼儿开展谈话。

6. 提升教师提问和回应的水平，深入挖掘晨间谈话价值
在和孩子谈话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各种问答技巧，使

谈话可以深入和完整。
首先老师的回应方式是尊重幼儿的，能够鼓励和支持的，

有耐心等待幼儿充分思考和表达的。
第二，教师在晨谈中发现幼儿有困难时，可以以榜样示

范的方法引导，引出话题或者引导话题更深入地开展。
第三，针对有价值的谈话主题，教师要有探究式引导和

层层递进追问的方式，把话题谈得深入而有效，能引发幼儿
的思考和探究。

与此同时，教师在晨谈的实践中，通过观察孩子、发现
孩子，在和孩子的交流中，进一步提升了教师观察和分析幼
儿的基本能力；在教研中通过多种教研方式，提升教师的理
论水平、在交流研讨分析教师中，不仅梳理了教师晨谈的相
关理论知识，也让教师学会深入地研究了孩子，研究谈话的
组织策略，也促进了老师的专业成长，从而能充分发挥晨谈
对幼儿多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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