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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语言教学的有效策略
陈　欣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幼儿园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摘　要：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媒介，也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载体。没有语言，就不会有“地球村”。在语言学习中，教

育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幼儿园阶段是幼儿学习语言、掌握语言、发展语言的关键时期。因此，幼儿园在进行语言教学时

就需要创新教育模式，突破传统的教学理念，结合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水平。本文

分析幼儿园语言教学的现状，提出了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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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 3-6 岁阶段，大脑处于不断发展中，接触了更多的
事物，语言能力也会实现大幅度提升。在进人幼儿园的时候，
有的幼儿会存在着羞涩、胆怯心理，不愿意主动进行表达，
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表达。幼儿园教师的任务就是要让幼儿在
语言教学活动中感受到乐趣，并且主动加人其中，与其他幼
儿及教师进行互动，实现语言能力的发展。

一、选择趣味音乐，烘托轻松氛围
音乐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教学辅助工具之一，当听到音乐

的时候，幼儿都会开心地挥动自己的肢体，跟随着音乐节奏
进行摇摆。同时，幼儿会快速地记住歌曲中的内容，实现对
歌词的快速记忆。由此可见，在进行语言教学的时候，适当
加人音乐能够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使教学氛围更加轻松。

例如，在一次语言教学中，笔者让幼儿学习《咏鹅》这
首古诗，虽然古诗中的语言比较朗朗上口，但是幼儿理解起
来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笔者为幼儿播放了儿童歌曲《咏
鹅》，让幼儿在欢快的音乐中感受鹅的形象，对歌词进行理解
和模仿。幼儿听到音乐感到非常开心，也跟随音乐开始唱着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在幼儿演唱歌曲的时候，笔者也会
让幼儿在歌曲中对鹅的基本特征进行学习，对古诗内容进行
理解。在音乐的帮助下，大部分幼儿都对古诗的内容有深刻
的印象，并且声情并茂地对古诗进行背诵。通过加人音乐的
方法，能够让语言教学更具趣味性，使课堂上充满轻松、愉
快的氛围，能够更好地带领幼儿进人语言世界。

二、结合生活化知识进行语言的游戏教学
幼儿园语言教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将语言知识和生活化的

常识结合起来，让幼儿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能够掌握生活
常识，在理解生活常识的同时能够运用语言去表达。例如，
对“用动作或语言表达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这个语言教学目
标，老师可以结合生活常识来教幼儿。比如，如果渴了，用
动作应该怎么表达，用语言应该怎么叙述；又如，表达自己
对某件事物的喜欢，如何表达喜欢的程度；再如，在与其
他孩子交流时，如何获得别人的理解等。老师应通过这样生
活化的交流来让幼儿学会语言表达，掌握恰当的运用语言的
方法。

三、老师对幼儿的语言学习进行具体指导
幼儿年龄还小，靠自己学习，很难学会正确的语言运用

方法。因此，老师要对幼儿的语言学习给予具体的指导。例
如，在教幼儿“会介绍自己，能够运用‘你’‘我’等来表
达”时，他们只是听老师的讲解，可能无法关注到表达的每
个细节。此时，老师就要先给幼儿举例子，再让他们自己来

说。老师要给予细致、有效的指导，让幼儿先进行“我”的
表达，通过“我”来介绍自己，然后组成小组，进行“你”
的表达，在老师不断地指导、幼儿重复地练习的过程中培养
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

四、对语言教学模式进行合理、有效的创新
对单纯的语言教学活动、重复的教学过程，幼儿通常会

感到无聊，不愿专心致志地参与课堂教学。此时，老师就要
对语言教学模式进行合理、有效的创新，激发幼儿对语言学
习的兴趣。例如，“做事结伴和在同伴面前念儿歌”的教学内
容需要幼儿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并在与同伴进行语言交流
的过程中学会相处的技巧。此时，老师要创新教学模式，可
以进行游戏化的语言教学，让幼儿自由结伴，互相念儿歌，
一起学习、一起玩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会逐渐熟悉语
言的合理运用方式。同时，幼儿会更喜欢这样有同伴一起学
习的、轻松的教学环境，会产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课堂的
氛围也会更活跃。

五、引导自由发挥，发展幼儿潜能
在培养幼儿语言能力的时候，教师不应只是让幼儿按照

既定的内容进行语言表达，而是应该给予幼儿一个开放、宽
松的环境，让幼儿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自由进行发挥，使
教师看到幼儿在语言方面的潜力，引导幼儿在语言领域实现
进一步发展。教师可以为幼儿组织“看图说话”的活动，让
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表达，既能够鼓励发展幼儿的语言
能力，还能够看到幼儿的内心世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
效果。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培养幼儿熟练掌握语言运用的能力，需要老

师应用科学、系统、有效的教学训练模式和技巧，通过在语
言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多说、多练和多实践，为幼儿营造有效
的语言学习环境等基本方法，增强他们对语言知识的掌握和
理解，促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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