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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语言教育》讲授提纲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张嘉华 

 

    语言是人类交流和思维的工具，所有心理活动都参与语言。教育

作为人类独有文化传递活动，它既是教师教育的工具，也是儿童学习

的工具。有关人类学习母语的研究表明：学前阶段是儿童口头语言发

展的关键时期。幼儿正处在语言学习的敏感期或者关键期，抓住语言

发展关键期的有利时机，可以促进幼儿语言乃至其他方面的迅速发

展，因而，幼儿语言教育应当成为学前教育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幼儿语言教育的定义。 

幼儿语言教育是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的教育活动，是幼儿全面素质

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园语言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幼儿进行语言教

育的过程。语言教育活动是实现语言教育目标的有效途径，是组织和

传递语言教育内容的实施环节，也是落实语言教育的具体手段。 

二、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也对其他领域的学习与发

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能促进人际交往能力发展 

2、提高理解他人和判断交往情境的能力。 

3、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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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取信息，逐步超越个体直接感知。 

 

 

 

5、促进认知水平的提高 

 

 

 

 

 

 

 

6、促进社会性的发展 

 

 

 

三、幼儿语言教育的新观念 

1、幼儿全语言创造教育 

幼儿园的全语言创造教育是指通过全面的语言内容和全面的语

言活动，发展幼儿听、说、读、前书写以及外语等全面的语言能力，

并以此依托促进幼儿以创造性为核心目标的能力素质和人格素质的

健康发展，为他们成为创造性人才奠基的素质教育。 

（1）全语言的含义 

▲全面的语言形式 

▲全面的语言能力 

▲全面的语言活动 

（1）加深和巩固幼儿初步形成的概念 

（2）语言指导并参与认知加工过程 

（3）语言促进幼儿创造性创造性思 

维的发展 

（2）帮助幼儿开展人际交往、学习 

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 

（1）帮助幼儿逐步发展对外部世 

界，对他人和对自己的认识 

（3）帮助幼儿表达自己感受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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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语言内容 

▲全面的语言组织形式 

（2）全语言教育的基本原则 

▲幼儿的语言学习是整体性的学习 

▲幼儿的语言学习是自然而然的学习 

▲幼儿的语言学习是有效和有用的学习 

▲幼儿的语言学习是开效而平等的学习 

▲幼儿的语言学习是创造的学习 

（3）全语言教育的策略 

▲完整的语言教育目标 

▲全面的教育内容 

▲真实的教育环境 

2、整合教育的观念 

（1）整合概念 

整合也称综合，即把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事物组合在一起，

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2） 语言教育的整合策略 

▲把一日生活看成一个教育整体 

▲注意教育内容之间的整合 

▲在现实多样化活动中实现整合。 

3、活动教育的观念 

幼儿是通过积极地与周围环境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材料的交

互作用来发展语言的。 

4、渗透式教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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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语言发展贯穿于一日生活和各个领域，也对其他领域的学

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幼儿的语言学习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支持，应通过多种活动扩

展幼儿的生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力。 

四、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的目标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了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的

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从儿童语言运用能了的角度，提高幼儿园阶

段的语言学习和发展必须获得的基本能力。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幼

儿口头语的学习与发展目标。二是幼儿书面语言准备的学习发展目

标。 

1、倾听与表述 

目标 1：认真听并能听懂常用语言 

目标 2：愿意讲话并能清楚地表达。 

目标 3：具有文明的语言习惯。 

2、阅读与书写准备 

目标 1：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目标 2：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目标 3：具有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 

五、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内容和要求 

1、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2、养成幼儿注意倾听的习惯，发展语言理解能力。 

3、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4、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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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用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 

6、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

能。 

六、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基本类型 

1、谈话活动 

2、讲述活动 

3、听说游戏活动 

4、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5、早期阅读 

七、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指导 

儿童语言的学习与发展是通过自身与外界积极的语言交往而获

得的，这是我们倡导语言学习的基本依据，我们应当尽可能为儿童提

供丰富的语言环境，让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 

1、实施途径： 

（1）在一日生活中…… 

（2）在游戏活动中…… 

（3）在集体学习活动中…… 

（4）在区域活动中…… 

（5）在家庭亲子交流中…… 

2、教育建议： 

（1）培养幼儿认真听并能听懂常用语言方面： 

▲多给幼儿提供倾听和交流的机会。如经常和幼儿一起谈论他感

兴趣的话题，或一起看图书、讲故事。 

▲引导幼儿学会认真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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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要耐心倾听别人（幼儿）的讲话，等别人讲完再表达自

己的观点； 

●与幼儿交谈时，要用幼儿能听懂的语言； 

●对幼儿提要求和布置任务时要求他们注意听，鼓励主动提

问。 

▲对幼儿讲话时，注意结合情境使用丰富的语言，以便幼儿理解。 

●说话时注意语气、语调、让幼儿感受语气、语调的作用。 

●根据幼儿的理解水平有意识地使用一些反映因果、假设、条

件等关系的句子。 

（2）培养幼儿愿意讲话并能清楚表达方面： 

▲为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并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 

●每天有足够的时间与幼儿交谈 

●尊重和接纳幼儿的说话方式。 

●鼓励和支持幼儿与同伴一起玩耍、交谈。 

▲引导幼儿清楚地表达 

●成人自身的语言要清楚、简洁。 

●提醒幼儿不要着急，慢慢说。 

（3）培养文明语言习惯方面 

▲成人注意语言文明，为幼儿做出表率。 

▲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语言行为习惯 

（4） 培养幼儿喜欢听故事、看图书方面 

▲为幼儿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条件 

▲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引导幼儿体会标识、文字、符号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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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幼儿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方面。 

▲经常和幼儿一起阅读，引导他们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理   

解图书的内容。 

▲在阅读中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引导幼儿感受文字作品的美。 

（6）培养幼儿具有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方面 

▲让幼儿在写写画画的过程中体验文字符号的功能，培养书

写的兴趣。 

▲在绘画和游戏中做必要的书写准备。 

八、语言区的学习 

区域活动作为近年来在幼教实践中兴起并迅速发展的一种教育

活动方式，它通过为孩子提供自由的活动空间，让孩子以适合自己的

方式与步调进行活动，充分发展能力。语言区域的学习就是教师依据

语言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提供操作材料，建立活动规则，创设

活动环境，引导幼儿在动手操作、探索中学习，提高语言能力，促进

语言发展。在语言区活动的组织指导中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科学的选材原则 

区域活动不同于集体活动，在区域中幼儿主要是通过与操作材料

的相互作用来发展语言，因此，语言区内容与材料的合理与否直接影

响有着幼儿学习语言的效果。 

（1）教育性原则 

（2）操作性原则 

（3）科学性原则 

（4）趣味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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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寻丰富的组织形式 

（1）摆摆讲讲 

（2）拼拼讲讲 

（3）画画讲讲 

（4）抛抛讲讲 

3、采用适宜的倡导策略 

（1）提供选择机会 

（2）营造合适氛围。 

（3）关注活动过程。 

九、谈话活动 

1、谈活动的特点： 

（1）具有一个有趣的中心话题。 

（2）具有多方面的信息交流。 

（3）拥有宽松自由的交谈气氛。 

2、组织要点 

（1）帮助幼儿学习倾听他人的谈话，并及时从中捕捉有效的语

言信息。 

（2）帮助幼儿学习围绕一定的话题谈话，充分表达个人见解。 

（3）帮助幼儿学会基本的运用语言进行交谈的规则，提高语言

交往水平。 

（4）谈话活动设计的基本结构 

十、讲述活动 

1、讲述活动的特点 

（1）具有一定的凭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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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相对正式的语言环境。 

（3）使用独白语言。 

2、组织要点 

（1）选择具有讲述价值的凭借物。 

（2）设计讲述活动方案。 

（3）梳理、提炼讲述内容，探索讲述规律。 

十一、听说游戏 

1、听说游戏的特点 

1、在游戏中包含着语言教育目标 

2、将语言学习主要内容转化为一定的游戏规则。 

2、组织要点 

1、设置游戏情境 

2、交待游戏规则 

3、幼儿自主游戏 

十二、儿童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幼儿园常用的文学作品包括儿童诗歌、童话、生活故事、寓言、

民间传说、儿歌及童话剧等 

1、儿童文学作品的特点： 

（1）内容浅显、生动形象、富有行动性。 

（2）结构简单，易学易唱。 

（3）节奏明朗，音韵和谐。 

（5）语言风趣，格调诙谐。 

2、组织要点： 

（1）学习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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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体验文学作品。 

（3）迁移作品经验。 

（4）创造性想象和语言表达。 

十三、早期阅读 

早期阅读是指在学前阶段，通过大量的图文并茂的读物，帮

助幼儿从简单的口头语言过渡到规范的书面语言，对于幼儿的思

维、语言、想象力、个性、习惯等方面进行综合培养，可以激发

幼儿的学习动机和阅读兴趣。 

早期阅读的指导方法： 

1、激发阅读兴趣。 

2、营造阅读环境。 

3、掌握阅读方法。 

4、早期阅读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提问教学法、内容生成法、

识字阅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