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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在不断的普及和完善的过程中，各种新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也在不断的被运用。将故事教学应用于幼儿教育

中丰富了教育素材，创新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同时，幼儿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能够与故事中的人物或是建议保养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

而使幼儿在故事内容的影响下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也能够更好的规范自身的行为，养成良好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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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故事是幼儿的天性，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幼儿跟随故事情节一起想象，这是激发幼儿想象力的重要方式。在幼儿

教育中，有意识的将故事与幼儿教育融合，能够更好的培养幼儿的素质

和能力，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使幼儿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树立良

好的品德和正确的行为。 

1 做好故事内容的选择 

在利用故事培养幼儿能力与素质的过程中，只有选择利于幼儿身心

健康的故事，才能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同时，根据不同年龄阶

段的幼儿也要选择相应的故事，才能起到相应的价值。例如对 2-3 岁的

幼儿讲故事时，应当选择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且主题明确的故事，这样的

故事符合 2-3 岁幼儿的认知规律，也符合其身心发展的实际特点。对 5-6

岁的幼儿讲故事时，则可以选择内容情节较为复杂，情节曲折的故事，

并且引导幼儿自主探索故事内容，使幼儿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拥有更多

的体验和收获，使故事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 

2 激发幼儿参与故事内容 

在讲解故事教育幼儿的过程中，要激发幼儿参与故事的热情，只有

幼儿参与到故事情节中，才能通过自己的理解明白故事的真正含义，在

此过程中，要尊重幼儿对于故事内容的个性化理解和对故事内容的多元

化解读，这样才能使幼儿拥有基于自身认知水平的见解与收获。同时，

幼儿参与到故事内容中，还能够锻炼幼儿各方面的能力，例如引导幼儿

复述故事，能够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引导幼儿演绎故

事情节，能够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 

3 培养幼儿的理解能力 

在利用故事教育幼儿的过程中，要加强幼儿理解能力的培养，只有

具备相应的理解能力，幼儿才能在听故事的过程中知道故事表达了什么

样的内容，并且能够激发幼儿的欲望，使幼儿在倾听故事的过程中集中

精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选择图文并茂的绘本，一边为幼

儿讲故事一边让幼儿观看绘本帮助理解，同时，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相应

的视频，将故事内容中的情节具体化，帮助幼儿理解，也可以采取手势

或接触食物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在讲故事的初期通过这些方式，幼儿

能够跟随引导不断发散自身的思维，长期在这样的引导下，能够更好的

培养幼儿的理解能力。 

4 激发幼儿的表现力 

激发幼儿的表现力首先需要教育幼儿具备较强的模仿能力，模仿能

力是幼儿认知世界的关键，因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培养幼儿的模仿能

力，使幼儿在表现的过程中，建立对外部事物的正确认知，从而更加全

面的发散自身的思维。在激发表现力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对故事内容进

行改编，让幼儿对故事情节和内容进行演绎。同时，还可以让幼儿通过

复述表现故事内容。除此之外，在讲讲故事的过程中应当处处语音语调，

运用丰富的神情和多变的姿势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够充分激发

幼儿的模仿能力和表现力，更好的促进幼儿发展。例如在讲述《大灰狼》

的故事中，讲故事时将声音放的低沉，能够使大灰狼的形象更加饱满，

更有利于幼儿进入到故事情节中，从在故事中发展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5 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在进行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激发幼儿的创造力，也是展现故事教育的

方式之一。在培养幼儿创造力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故事，引导幼儿将自

己的想象，通过故事表达出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幼儿听到故事中的

人物遇到困难时，一般都会迫切的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在培养幼

儿创造力的过程中，可以抓住 后的机会让幼儿发挥自身的思维，通过

发散自身的思维想象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或者针对一些故事内容进行续

接，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例如在讲《小

蝌蚪找妈妈》时，就可以引导幼儿思考，你有哪些方法帮助小蝌蚪找到

妈妈呢？幼儿在思考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展自身的势力，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 

6 培养幼儿的道德品质 

儿童故事往往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幼儿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能够被

故事情节中的美好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从而使幼儿正确认知故事中的道

理并且加强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加强对幼儿的正确引导，能够使幼儿

明辨是非，区分好坏，总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

在讲《手拉手》时，故事表现了两位好朋友是如何化解矛盾的，幼儿在

听故事的过程中，也能够思考自己与小伙伴相处过程中出现过的矛盾，

从而能够在故事内容的感染下，正确认识自己与小伙伴之间的友情，在

这样的过程中无形中陶冶了情操，帮助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审美情趣和美

好品质，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使幼儿能够拥有正确的交际能

力，促进幼儿的社会化。 

7 结语 

综上所述，故事教育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讲故事进行教育能够培养幼儿多方面的能力，发挥幼儿各项能力与素质，

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用故事教育幼儿的过程中，

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样幼儿才能

够不断的参与到故事中，并且在故事情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培养各

项素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故事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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