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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和《幼儿教师口语》的融合策略分析
黎曼丽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黔南　551300

摘　要：口语表达能力对于幼教来说是必须要拥有的一项技能，同时也是作为幼教综合素质的主要体现。如今新媒体技术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口语教学课堂的缺憾，作为学前专业的教师，必须要紧随时代需求，对教学现状

予以全面分析，依照学生和时代需求的变迁对课堂教学方式进行适当的优化和完善，融入新媒体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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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媒体技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加上学生对于新知

识、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发生变化，已经很难再使用传统的教

学方式来传授知识了，作为学前专业的老师，针对《幼儿教

师口语》的教学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善，帮助学生们成为优秀

的幼教，并为学前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本文将针对新媒体技

术手段融入到《幼儿教师口语》的课堂教学中的策略进行研

究，旨在为学前教育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一、创建《幼儿教师口语》的愉快教学氛围

对课堂教学来说，可以选择的新媒体技术主要涉及到电

脑软件、互联网以及手机中的 app，作为授课老师，需要从

网络资源当中获取信息，借助电脑软件制作课件，保证丰富

的内容和“含金量”较高的教学先例，综合音频、图片以及

视频等新技术与教材、板书等传统教学方式，为学生创建一

个含有丰富资源和资料的教学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

们的积极性以及情绪也都比较高。比方说，在针对口语教学

的“普通话与方言”内容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学校所在地区

的日常生活方言视频，展示出地区方言的特征，并和标准普

通话的视频（例如新闻或者纪录片）进行对比，让学生们感

受到平时自己很少注意的“乡音”其实和普通话之间有较大

的差异，意识到了方言发音可能会在教学中带来问题，个别

地区的方言可能还会导致文字的内涵发生偏差，由此可以在

日后的练习和应用中注意到这一点，尽可能使用普通话；另

外，老师在进行声韵母的正确发音讲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很难直接使用语言来描述口腔中的变化情况，因此，可以使

用课件来演示发音的时候口腔的动态变化情况，并鼓励学生

们自己模仿发音，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都可以较为直观地感

受到变化，并学会正确的发音。在这样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

中，学生们可以对自身感官体验进行适当的丰富，并调动学

习兴趣，形成学习欲望，进而逐渐了解并熟悉口语课堂教学

中重难点内容。

二、丰富、多样化口语课堂练习的形式

相对来说传统模式下，《幼儿教师口语》课程的练习形式

比较单一，大多都是老师叮嘱学生们依照课后习题的内容来

自行朗读或者自行感悟情境，整体而言，《幼儿教师口语》课

程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是使用普通话完成和幼儿、幼儿家属等

人的沟通交流能力，单一借助传统的练习方式，很难触及到

真正的“点”上。但是，如果能够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到其中，

就可以在课堂上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对口语进行练习，比方

说，在发声训练的教授过程中，老师可以采用一些较为经典

的儿童影视剧或者是动画片的片段让学生们自行设计台词并

进行配音，其中会涉及到大人、小孩、老人甚至是动物的角

色，学生们必须要结合具体的情境予以代入，并对不同的角

色产生不同的感情，深入理解口语课程中所教授的“充满感

情地发声”，而且配音的过程也非常轻松愉快，学生们参与热

情很高，比起传统枯燥乏味的“填鸭式教学”来说更贴近日

常生活，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影响。

三、积极鼓励学生勤于自我提升，随时反馈

从整体上来说，《幼儿教师口语》课程学习起来并不困

难，不过，想要在理论知识丰富的基础之上对其深入学习并

精通，特别是能够迅速地提升自身的表达能力却并不容易，

必须要学生进行课堂努力学习的基础上在课后也进行充分的

练习。这一举措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其一，传统授课模式

当中，在授课结束之后学生们往往对于再次翻开书本练习非

常懈怠，自然不愿意学习，但是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可以让

学生在课后依然尝试练习，比如说，上文中提到的课堂配音

练习，就可以延伸到课后，目前网络上有很多供配音练习的

APP（例如“咪波”、“麦萌”等），大多数网络互动性也比较
强，实践技能非常合适，可以让学生们基本掌握正确的发音

方式和技巧之后，课后使用这些软件进行自由练习，老师检

验成果的过程也不用过于正式，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鼓励

多练即可；其二，老师可以组建一个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

随时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尤其是在课

后练习当中出现的发音上的困惑。除此之外，这个沟通的途

径也可以在学生投入实习或者工作之后为学生继续提供帮助

和支持，这也是促进终身教育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如今新媒体技术已经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造

成了非常普遍的影响，逐渐成为人们无法缺少的获取信息的

途径，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在《幼儿教师口语》的课堂教学中

能够较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因此，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

将新媒体技术更好地融入课堂，将会令学前口语教育踏上一

个新的高度，为国家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幼师人才。

参考文献：

［1］徐清华 .“情境模拟”式教学在《幼儿教师口语》课
的实践与应用［J］. 吉林教育，2012（10S）：39-39.

［2］朴晓琳 . 幼师生职业口语素养培养的现状与对策

［J］. 文学教育（下），2018（05）：110-111.
［3］张越 . 信息化背景下高职《幼儿教师口语》教学改

革设想［J］.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06）：P.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