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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职教育中，学前教育的学生不仅需要对专业知识进行学习，还应该保障自己的普通话具有一定的水准，以便于在今后更好的

开展工作。笔者在本文中首先研究了目前中职学前教育中普通话教学的重要意义，然后探讨了如何更好的在中职学前教育中进行普通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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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进入幼儿园工作，直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因此做好该专业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普通

话教学，更为重要。笔者在本文中首先研究了目前中职学前教育中普通

话教学的重要意义，然后探讨了如何更好的在中职学前教育中进行普通

话教育。 

1 加强普通话教学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重要意义 

1.1 适应社会竞争的需要 

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讲好普通话之中有具体的显现，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最多的就是交流和沟通，比如中职学前教育的学生毕业后，需要面试

才能进入到幼儿园内工作，那么在面试的时候不能用普通话很好地对自

己进行表达，不能对面试官的提问得体的回答，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就业。

一般来讲，单位对职工的普通话都有一定的要求。主持人、播音员、教

师等这些岗位的人员的普通话水平需要在政策上满足相应的需求，这样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工作。对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讲，一般的幼儿

园都要求其具有二级甲等以上的普通话水平，要是较好的幼儿园需要毕

业生的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的水平。因此，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之

中开设普通话课程，是现是的实际需求。 

1.2 现实情况的需求 

中职学前教育学生普通话教学，主要是在基本教学环节基础上，重

视专业理论的渗透，实现专业技能的提升。目前中职学前教育一些学生

对普通话教学的认知程度并不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这

导致很多中职学前教育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高，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中

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的质量。 

2 改进幼教专业普通话教学的对策 

2.1 强化发音要领，有的放矢 

开展普通话教学的时候，老师对声、韵、调等内容要充分重视，和

地区实际相结合进行有效的训练教学，这样才能让学生对要领有相应的

掌握。比如，老师对声母进行教授的时候，我们应该全面的解释发音的

部位、方法等，然后给学生示范，以便于让学生很好的辨别声母之间的

细微区别，正确的发音。在执教韵母知识的时候，老师应该从韵母发音

舌位、唇形等方面进行比较。在对声调内容进行教授的时候，老师应该

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强化展示和训练。老师还应该学会对执教经验的

积累和总结，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这样

才能更加科学的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更好的效果。 

2.2 提高主题意识，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我们开展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的时候，对识字内容的训练应该

加以重视，让学生的读音更加的规范。测试普通话的时候，很多学生的

发音并不标准。因此我们应该对学生错误的点进行很好的分析，通过有

针对性的训练弥补不足。 

2.3 攻克方言的难点，讲究有效训练 

把方言克服缺失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科学面对。开始使

用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其一比较法。老师对学生不标准的发音进行模仿，

然后课堂上有意识的对比标准发言和不标准发音的区别以及如何发音的

更标准，以便于学生更好的改正。其二是观察法。老师在正确发音的同

时，形成慢动作，让学生仔细的观察老师发音时候的动作等，然后对此

进行模仿。其三是辨析法。我们找出普通话和方言的对应类型然后加以

分析。比如，不易分辨平翘舌的字我们可以使用部首推类法。同时我们

还应该强化训练的科学性指导，让学生对正确发音充满信心，这对发音

正确率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4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很多学生会感觉到物料，要是他们总是对老

师进行模仿，难免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我们作为老师可以使用多种

学习方式把学生学习的兴趣全面提升。比如通过课堂绕口令比赛、诗歌

朗诵比赛等等方式，利用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借助有效的形式，实现

更好的教学活动。 

2.5 提高学习自信心，循序渐进 

在执教普通话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学生由于害怕讲不好，

所以不敢讲，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甚至出现当众讲话面红耳赤、发抖的情

况，这主要是信心缺乏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因此，我们作为

老师应该清醒的认识，解决学生自信心建立的问题。教学的时候老师构

建宽松的课堂环境，对一些不敢说话的同学进行积极地引导，对其进行

鼓励，主动和他们交流，把他们思想上的顾虑充分的解决，实现更好的

效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处，一门语言的学习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需要老师、学

生等的长期努力。但是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中职学前教育老师也只能在

课堂上给学生们进行示范和指导，很多练习和提升需要学生课后完成。

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让学生全面了解，其学好普通话，提升普通

话水平的重要性，然后让其自主的对普通话进行练习，把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全面提升，让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自我练习，再加上老师的良好引导，

借此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对此，作为中职学前教育的老师我们应该有

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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