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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幼儿的教育活动务必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特征，选择其 能接受的方法开展教学，对于幼儿教育而言， 重要的就是培养其语

言能力，让幼儿可以大胆清楚地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还要能够简单说明事物或某一具体过程，对此可以应用故事教学法，讲故事的方式

能很好地吸引幼儿的兴趣，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本文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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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故事教学法是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幼儿讲道理，将幼儿带入故事

中，及时与其互动，引导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等，进而实现语言

能力的提升。这一教学方法比较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能够有效激发他

们的兴趣，让其语言能力更好地发展。 

1 激发兴趣 

幼儿是否愿意主动参与到一项教学活动中，与他们对此活动是否有

兴趣息息相关，所以要让故事教学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必须能激

发幼儿对于故事的兴趣，这样他们才会有想去了解这一故事的欲望。在

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再引导幼儿开口讲故事，锻炼其表达能力就会非常

容易，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故事时尽量选一些有开放性结局的，这样能

留给幼儿相应的想象空间，他们的表达欲望也会更强烈。例如给幼儿讲

《龟兔赛跑新编》这一个小故事，他们对于龟兔赛跑的故事已经非常熟悉

了，在讲这个新故事时，可以这样开始：上一次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

失败了，他非常懊悔，现在森林里又要举办运动会了，兔子和乌龟都报

了名，这一次乌龟可是志在必得，他觉得兔子是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

这次自己一定也会赢的，而且他在比赛开始前，还对兔子发出了嘲笑声。

现在请大家猜一猜这一次兔子和乌龟赛跑谁会赢呢？这时幼儿就会非常

积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的幼儿会说：兔子能赢，他上次输了，这次

肯定会吸取教训的。有的幼儿会说：我觉得兔子会赢，因为乌龟这种自

大的样子就像上一次的兔子一样，所以他会输。即使是同样的答案，不

同的幼儿也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讨论中，想法会越来越

丰富，在这样愉快的氛围中，他们也更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2 重视提问 

在故事教学中加入适当的提问能够有效启发幼儿的思维，而且幼儿

在回答问题时，就是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得到锻炼的 好表现，

提问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多次提问，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意思，教师可以根据故事主要内容设计

相关问题，让幼儿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理清故事思路。例如在《三

个和尚》这一故事中，教师可以提问：一个和尚的时候他需要做哪些工

作呢？两个和尚时他们是怎么分配任务的？又多了一个和尚，为什么事

情反而做不完了呢？让幼儿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明确这一则故事的主

要内容。第二，假想式提问，在很多故事中，都有真、假；善、恶等形

象，教师可以通过假想式提问来让幼儿将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某一角色，

更好地理解这一形象。例如在《桃树与蜜蜂》这一则寓言故事中，教师

可以提出：假如你是桃树，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蜜蜂，在听到桃树

说的的话后，你会想些什么呢？第三，开放式提问，这样的提问方式能

够有效激活幼儿的思维，让同一个问题有着多种答案，在提问时尤其应

该注意从故事中有利于激发幼儿想象的因素切入，面对这种没有固定答

案的问题，幼儿能够较好的脱离原本故事的情节限制。提问时还要注意

避免使用“是不是”这一类字眼，这样非常容易让幼儿的思维受到限制，

导致其只能按照教师的思路来思考、回答。第四，互动式提问，在故事

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故事中各个事物所具有的联系或者故事中的因果

关系等来设置问题，让幼儿可以积极讨论，将故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就《三个和尚》这一则故事来说，教师可以提问幼儿：如果你是其中的

一个人，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都能喝到水？此时有的幼儿会回答：排一

个值日表，没人一天，轮流挑水以及做其他工作。也有的幼儿会说：可

以装水龙头，喝自来水。在这一过程中，幼儿的思维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也充分锻炼了其语言表达能力。 

3 故事表演 

幼儿在接触一定数量的故事之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幼儿将其中一些

比较典型的故事表演出来，或者自己创编故事来表演，在表演时要求幼

儿对于故事内容充分了解，这样才能顺利将其演出来。而且在表演时还

要加入动作、表情、语调等，更能有效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例如《麻

雀和燕子》这一则寓言故事，就是可以先带领幼儿学习，然后对这一故

事进行改编，让幼儿分别扮演小麻雀、燕子这两个角色，在燕子说道：

瞧你饿得多可怜！还可以让幼儿加上表情，在小麻雀回答“我长得灰不

溜秋的……我不好意思”时，可以加上害羞、不自信这样的动作。这样

有助于幼儿对于语言的理解更加深刻。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故事教学这种方法应用在幼儿教育中有着较强的必要

性，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应该不断

挖掘新的故事资源，更好地为幼儿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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