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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如何搞好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
朱守娟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幼儿园　江苏　东海　222300

摘　要：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对幼儿教学活动有较大的正面影响，能够提升教学活动的效率、安全性及有效性。在语言教学活

动中，幼师应基于教学中遇到的实际教学困难应用新媒体技术，并将新媒体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有机融合。如借助多

媒体或电子白板中的动态图像代替纸质的卡片、图画，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如此，幼师能够将新媒体技术有效融入教学

活动中，提升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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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课程将语言学习渗透在主题活动中，我们为提高幼儿

的合作意识设计了主题活动，让小朋友们在活动中初步体验

合作的需要。在一定的语言情景中孩子们可学着一起商量，

分工合作；当玩具或游戏材料不够用时，可相互谦让或共同

使用；当同伴遇到困难时，要用动作、语言去帮助他等等。

一些具体的语言合作情景可帮助幼儿逐渐习得合作的方法、策

略，尝到合作的甜头而渴望合作。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尝试通

过在主题背景下小班语言情景的创设来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二、在主题背景下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

首先，利用幼儿园自身的有效资源，帮助幼儿学习合

作，初步引发合作意识。在开学的第一周，结合我园的迎新

活动，我们让大班孩子与小班孩子合作，让他们在“大手牵

小手”的系列活动中引导小班孩子大胆与哥哥姐姐合作，接

受他们的帮助，并学习初步的合作性语言。例如，在参观幼

儿园环境中，孩子们发现许多动物宝宝下面悬挂着一些有趣

的合作性语言，有“来，让我们一起玩吧”“手拉手儿，一起

玩”等，我们的小班孩子在大班哥哥、姐姐的带领下一起学

念着这些含有合作意义的句子，无形中小班孩子的合作性语

言得到了丰富。同时，一系列合作性活动也萌发了孩子们的

合作意识。其次，家园互动，促成幼儿建立初步的合作意识。

二期课改明确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家长资源，使家长成

为学前教育的合作伙伴。在主题活动中，我们借助一切家长

资源，逐步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例如，在主题活动“娃娃

家”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在家长的支持下，让孩子带来了他

们的全家照，根据照片上的家庭成员又让家长以自己孩子的

口吻写上“我和 XX 在一起，我们真快乐”！“我们是一个

快乐的大家庭”“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等句子。结合“全家

福”，我们专设了“娃娃家”的主题语言环境，在此语言情

境里，孩子们有话想说、有话愿说，大家的交往语言得到了

丰富。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幼儿语言能力

（一）展示趣味内容，增强表达动力

在语言教学活动中，由于幼儿的注意力较难集中，而且

有些幼儿因为胆怯，不敢在集体面前进行讲话，因此幼师往

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对幼儿进行引导，让幼儿能够突破自

我进行语言表达。而借助新媒体技术，效果就大不一样，幼

师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趣味化、形象化的再创造，以有趣的

内容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幼儿表达的动力。

以语言教学活动《谁的脚印》为例，在备课时，幼师可

以先在网络上搜集大象、猫、狗等动物的趣味动画形象，然

后，再基于这些动物形象设计趣味性的教学过程。如，各种

动物聚集在一起玩游戏，游戏内容为画脚印，猜猜画出的脚

印是哪一种动物的。在教学时，幼师可以先使用语言引入教

学内容，向幼儿介绍动物们将要开展的游戏。然后展示一张

小猫因为没有猜出脚印是谁的而伤心的图片，激发幼儿想要

帮助小猫的愿望，这时，幼师就可以趁机邀请幼儿帮助动物

们判断脚印的归属。并且，幼师还可以应用变声器录制不同

动物的感谢声音，当幼儿帮助小动物正确地判断出脚印的归

属后，幼师便可以播放该动物的图片以及声音。通过这样的

方式，幼师就可以有效地调动幼儿进行表达的积极性。

（二）借助形象内容，发展创造思维

相较于语言与绘本，动态的形象更能激发幼儿的表达欲

望。在面对动态化且颜色艳丽的图画时，幼儿能够集中注意

力，并且会在观看图画的过程中得到语言表达灵感。因此在

教学中，教师应当合理播放相应的动画内容，充分激发幼儿

的想象力，并引导幼儿将自己所想的内容表达出来。由此，

教师能够有效地提升语言教学的效率。

以《小船回来了》教学为例，在备课时，教师可以截取

其中的内容引导幼儿主动思考，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比

如，教师可以先在多媒体设备上展示教学内容中小男孩的形

象，然后提问：“宝宝们，看这个小男孩多可爱啊，你们能够

为这个小男孩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吗？”在多媒体图片的刺激

下，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想的名字。此时，教师不应急

于确定名字，而是对幼儿进行引导与启发，促进幼儿创造性

思维的发展。

（三）结合媒体技术，引导感知语言

幼儿的语言感知能力是语言教学的重点目标。在语言教

学过程中，许多幼儿并不能理解所教学内容的具体含义，只

是由于好玩或者幼师的要求对幼师的言语进行复述。这样，

幼儿的语言感知与表达能力自然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对此，

在教学实践中，幼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为幼儿搜集相

应的动态图像，并配上合适的音乐，辅助幼儿感知教学内容。

四、体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语言环境创设的目的在于为幼儿的发展创造条件，调动

他们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合作意识。

（一）培养幼儿初步合作意识

在主题活动中，基于幼儿兴趣基础之上（下转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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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优化和创造。然后教师可以提出一些

问题让幼儿进行探究和实践，让幼儿探索之后再通过多媒体

进行讲解，帮助幼儿形成表象，同时将学习的原始信息不断

优质化，并转化为幼儿“个人化”的东西。从而帮助幼儿更

好地探究游戏，实现深度学习。

在“魔幻手影”的游戏中，主要是利用光源与变换手部

的动作演示各种动物的造型，比如像老鹰、小狗、小羊、长

颈鹿等都可以通过变换各种手势演示出来。在教学中开展这

个游戏，能够提高幼儿的手部灵活性，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

与创造能力，同时对于启发学生科学思维，让幼儿探究光影

基础知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可以先用多媒体展示一些

变化手势演示各种小动物形象的视频，比如：通过交叉双手

和对准大拇指演示老鹰的形象，通过做出“yes”的手势演示
兔子的形象等。之后教师可以让幼儿模仿这些动作做手影游

戏，然后让幼儿探究手势动作、影子方向与大小、清晰程度

与演示形象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内容运用多媒体展现出来，

从而帮助幼儿更好探究游戏，实现深度学习。

综上所述，教师想要引导幼儿进行深入学习，必须要读

懂幼儿的内心想法，从幼儿的思维角度出发引发游戏，适时

介入、干预、引导、退出游戏。选择有效的教学办法，给幼

儿建设性的支持，来引导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逐步促进

儿童在思想思维上的成长，向更高的水平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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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0 页）的语言环境，可诱导幼儿进入轻松愉快的学

习状态，让幼儿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从而在提

高语言水平的同时，他们的合作能力也会得到初步的发展。

在读开展“可爱的动物”的主题活动中，孩子们对小兔子特

别喜欢，在读故事《小兔乖乖》的活动中，我为孩子们创设

了丰富的情景。制作了小兔子的家，布置了一块萝卜地，又

提供了大灰狼能躲藏的大树，孩子们在这样的场景中表演得

十分自在。他们尝试了角色分配，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展了合

作性表演，有的扮演三只小兔，有的扮演兔妈妈，有的扮演

大灰狼。在扮演中孩子们的合作意识有了初步的养成。

（二）激发幼儿产生合作意识

小班孩子年龄小，他们容易受一些故事的思想内容的影

响，为其中的情节所打动。因此，在选择故事内容时，常以

合作性强的内容为教材来促进幼儿合作意识的初步形成。

例如，故事《拔萝卜》是个合作意识比较强的活动，在

老公公拔不动大萝卜时，老婆婆、小姑娘、小黄狗、小老鼠

都来帮忙，这为幼儿提供了合作的机会，从故事情节中幼儿

感悟到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在故事中，我为幼儿创设

了一些情境，制作了“大萝卜”，提供了老爷爷、老奶奶、小

狗、小猫等动物头饰，这为幼儿提供了故事表演的机会，在

听、讲、演中，孩子们感受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体会到了合

作的愉快。

五、遵循语言学基本规律

摸清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制定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学习

策略，重点在幼儿语言表达方面持续“发力”，将幼儿语言

学习规律化、系统性作为幼儿语言优化的行为指针，促进幼

儿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果有计划、分步骤的进行。从教学方法

和手段运用的角度看，培养幼儿语言能力必须从教学内容设

计上做文章，改善和优化常态性教学活动布局，严格按照语

言学发展规律“办事”，选择适宜的教材，突出教学方案的生

动、形象，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语言表达欲

望，从而主动说话、踊跃表达，教师借机施以精心的引导，

帮助幼儿在生动、活泛中快乐的认知事物，并能用简单的口

语将其做主观描述，大大促进幼儿语言思维的发展。

六、结论

总之，语言情境的创设对幼儿语言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语言环境也是隐性的教师，只有通过多种

途径为幼儿创设适宜的、发展性的语言情景，才能使幼儿的

语言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促进小班幼儿合作意识的初步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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