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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师口语表现力是幼儿教师必不可少的职业技能之一。口语交际和教学能力是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它对幼儿口语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要注重自己的口语表达方式,提升口语表达技巧,

才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效与孩子交流,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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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s' oral expression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vocational skills of preschool teachers. 

Oral communication and teaching ability are important qualities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must possess,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oral ability. As a preschool teacher,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his own oral expression and improve his oral expression skill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children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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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是幼儿期的口语模仿的主要对象,因此,教师

的言语、声音、动作、语调、言语交流方式等对幼儿的口语

发展影响较大,是幼儿步入社会、了解社会和与人沟通的重

要因素。 

1 幼儿教师口语的作用和意义 

幼儿教师口语表达是指在幼儿园里工作的教师口头语

言运用与表达能力,是所有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之

一。幼儿教师是幼儿接受集体教育的启蒙老师,其口语表达

水平直接影响幼儿接受教育的质量及效果。幼儿教师通过各

种信息传递给幼儿,对幼儿及自身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意义。 

1.1 教师口语是幼儿学习正确口语表达的示范 

学前阶段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3-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每一年幼儿的口语表达都

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指南》对教

师的口语运用都有相关建议。比如：“每天有足够的时间与

幼儿交谈”、“对幼儿讲话时,注意结合情境使用丰富的语言,

以便于幼儿理解”、“成人注意语言文明,为幼儿做出表率”

等等。可见,教师的口语表达贯穿于幼儿园的各个领域,直接

影响幼儿学习和一日生活的质量,对幼儿有着直接指导、提

示和教育示范作用,是幼儿学习正确口语表达的重要示范和

推动力。 

1.2 教师口语是建立良性师幼关系的重要前提 

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是搭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而语言

表达能力是师生建立融洽关系的保障。幼儿教师通过清晰、

准确的语言表达,且蕴含一定的趣味性和亲和力,避免幼儿

对教师产生陌生感与恐惧心理,愿意靠近老师,并积极、主动

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且配合教学活动的开展,促使幼儿

教学质量得到提高。由此可见,幼儿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与

搭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存在必然联系,而提高幼儿教师语言表

达能力是推动幼儿发展的可靠手段。 

1.3 教师口语是提高幼儿学习效果的关键 

幼儿教师通过具有亲和力的语言表达技巧,促使幼儿学

习需求得以满足。“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若幼儿教师的教学语言富含趣味性、启发性和感染力,有助

于增加幼儿学习兴趣,达到提高幼儿学习效果的目的。《指

南》指出“为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并体验语言交往的乐趣”,

很多时候,这些机会都是需要教师运用具有充分活力的语言

来创造的。只有幼儿被教师的语言所感染和鼓舞,进而产生

主动学习和探究的欲望,幼儿学习的效果则自然而然也能得

到提高。 

1.4教师口语对教师的个人魅力提升及嗓音保护的作用 

准确的口语表达,为幼儿的书面语言的学习奠定良好的

基础。音色圆润而富有个性魅力是每一个教师的追求。富有

激情、幽默的口语表达能够快速拉近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

离。教师口语作为师幼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具有无可比拟

的独特魅力和作用。 

2 当前幼儿园常态教学中教师口语存在的问题 

2.1 语气生硬,缺乏亲和力 

由于受自身教育理念、日常习惯及性格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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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师在与幼儿交往过程表现出职业倦怠,与幼儿说话

时语调生硬,滥用命令语言,让幼儿感到害怕,影响其身心

健康发展。 

在大学区赛教活动中,刘老师第一次给陌生的班级上课,

上课前,她用温柔、甜美的声音说：“小朋友们好,您们认识

我吗？我姓刘,你们应该怎么称呼我呢？”“刘老师好”“刚

才在教室门口,刘老师看到你们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安安

静静的等待,十分震惊,说明你们都是个遵守纪律的孩子,刘

老师很喜欢你们哦。” 

在户外体育游戏活动—《士兵突击》中,李老师组织孩

子们进行游戏,这时丁丁突然对老师说：“老师,我不会玩

儿。”“他刚才在玩儿,没有仔细听老师讲。”一边的皮皮说。

李老师不耐烦地喊到：“谁让你刚才不认真听,这下好了,不

会玩别玩了”。皮皮低头站在那儿,闷闷不乐。 

对比两个案例,两位老师与幼儿不同的口语交往,产生

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活动发展方向。当然,刘老师的口语运用

帮助她拉近与幼儿的关系,对课堂活动有序开展起到了良好

铺垫作用,而李老师的口语则没有帮助丁丁解决自己的困难,

也没有习得活动规则,而是在心里认为“老师不喜欢我”,

疏离了师幼关系。 

2.2 部分字词发音不准 

普通话是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教师每一字每一句的发

音都影响着幼儿。由于地方方言、口语语调和词汇组合等因

素的影响,幼儿教师存在普通话发音不标准的问题,如“Q”

和“T”,“zh”和“z”发音混淆,导致幼儿学习效果受到影

响,阻碍幼儿正确发音。 

晨间活动时分,雷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啦。“今天,

雷老师要给小朋友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想吃香蕉的小

鳄鱼》。”“哈哈哈哈......鳄鱼,小鳄鱼”蕾蕾窃窃私语。

“小嘴巴请安静”雷老师生气地说。原来,雷老师将四声

“鳄”,发成二声音,致使许多小朋友哈哈大笑,孩子们纷纷

进行模仿。 

本来一段美好的故事分享时间,因为教师语言的原因,

变成了一次笑话,进而演变成气氛紧张的规训时间,增进师

幼关系的活动,变成了师幼关系间隙的活动,错失教育资源

委实可惜。 

2.3 语速失调,缺少顿挫 

语速失调是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由于受教师自身习惯和性格的影响,教师会不自然的加快语

速或者放慢语速。语速过快,导致幼儿难以跟上教师的步伐；

语速过慢,致使幼儿常表现溜号等状态。 

在学校语言公开课中,张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有趣的绘

本——《好朋友》。“在一个美丽的农庄里,住着许多许多可

爱的小动物,其中公鸡咕咕,小老鼠强强,小猪波波最最要好

了,他们一有空就黏在一起,打弹子、荡秋千、跳绳,可有意

思了......”张老师快速地将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的名

称是什么？故事里都有谁？发生了什么事？谁来说一说？”

然后,走到一个小男孩面前,“你来说一说,”小男孩皱着眉

头说：“嗯......嗯......老师,我还没想好”。连续叫了还

几个孩子都没人回答出来,张老师十分尴尬。 

张老师在课后反思中,应该着重思考下,为什么小朋友

们会无法反馈自己的提问。可能会提出不同原因,但是自己

语速的原因应当作为一个重点,在之后的活动中,应当尝试

多种语速,看看幼儿会有什么不同表现。 

2.4 话语啰嗦,不够简洁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担心幼儿跟不上自己的讲课节

奏和进度,重复讲解同一内容。部分老师因过于紧张和慌乱,

语句表达不清,前言不搭后语,导致幼儿难以正确理解学习

内容。 

在新教师汇报课中,园内好多老师来听课,王老师精心

准备了一节《蘑菇雨伞》语言活动。在活动初,她是这样导

入的：“下雨时,我们都要干什么？”“穿外套”“嗯,对,天气

变冷了。要注意保暖”“还要干什么？”“待在家,出去就感

冒了”“很好,不能淋雨,还要做什么？......” 

王老师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还没有进入主题内容,致

使课的导入部分过长,占用主要教育目标的有效教育时间。 

2.5 语态呆板,缺少眼部交流 

教师讲话平铺直叙,缺少目光交流和肢体语言的辅助,

让孩子感到枯燥乏味,导致幼儿注意力容易分散,久而久之,

让幼儿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 

新来的孙老师,记得有次音乐活动,孙老师严肃地对孩

子们说：“我们来学习一首歌曲《爱我你就抱抱我》,请跟着

钢琴的伴奏我一句,你们一句。”说着她就埋头弹琴。没过一

会儿,孩子们就各玩各的,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在做小动作,

孙老师很无奈。 

3 幼儿园教师口语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 

3-6岁幼儿对言语的理解主要依赖于直观动作思维与具

体形象思维,更容易接受直观、生动的事物,针对上述教师口

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3.1 教师语言表达生动贴切,富有亲和力 

首先,幼儿教师应从心理上尊重和关爱幼儿,要坚守师

德,要使用文明语言,避免训斥、挖苦、讽刺和辱骂幼儿,要

改变命令式、说教式和批评式说话的口吻和语气,用引导启

发和友好商量的口吻讲话。如：李老师在日常活动中,对于

犯错或不遵守纪律的幼儿是这样说：你真能行,能行的咋不

上天？ 

其次,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教师和幼儿之间

亦是如此。一个爱微笑的老师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因此,在跟幼儿讲话时,最好蹲下来或坐着,保持和幼儿的平

等位置,同时注意说话时的表情,一般应该微笑并目视幼儿,

这样才能让幼儿感受到老师和蔼可亲,没有距离感,愿意倾

听老师讲话。如：在《蘑菇语言》语言活动中,教师通过不

同语气讲述故事,具有吸引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通过角色

扮演,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拉近师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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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教师口语训练,掌握正确的发音 

在幼儿教师语言信息单向输出的口语表达活动中,首先

要保持正确的呼吸姿态,让形体和精神都处于对呼吸有利的

最佳状态；其次要学会吐字发音,正确驾驭自己的声音,保持

最佳的“发声状态”；最后要重视保持正确发声的生理状态,

学会共鸣控制,最终通过有规律的练习,使自己口语表达的

声音明亮、圆润、动听。如：教师可以下载“今日诵读”软

件,利用接园时间为播放并一起朗诵。 

由于幼儿教师整天与幼儿在一起,讲话的时间相对较

多。要想有一个好音质的嗓音,还必须重视保护嗓子,要小声

讲话,有时组织活动可用拍手等方法替代讲话；当嗓子不舒

服时,及早吃些保护嗓子的药物,促进嗓子尽快恢复。如：区

域活动时间到了,需要组织幼儿进入区角活动,此刻教师可

以充分运用音乐,当音乐播放时幼儿就知道需要做什么了。 

3.3 控制语速,在不同场合学会运用不同语速 

教师的语言要形象、生动,要依照故事情节不断的变化,

幼儿会沉醉其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教师说话的语速

是不一样的。如：小班幼儿,教师说话的语气要温柔,语言简

短,语速较慢,这样易于幼儿理解。 

3.4 加强口语训练,提高语言简洁性 

口语表达的提升,还要在特定的环境和场合来练习和提

升。幼儿园可成立“普通话沙龙小组”,让普通话标准的教

师对其指导；或多开展一些“演讲比赛”、“诗歌诵读”等活

动锻炼教师的心理素质和口语基本功；幼儿教师本人也应不

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广泛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多听优秀

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口语表达,学习他们语句表达的优美,也

学习他们用嗓的方法。 

3.5 使用恰当的使用肢体语言 

巧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幼儿教师必不可少的一项技

能,通过身体各个部位的动作表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绪,

而面部表情也可以把这些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教师在口语表达时,眼神一定要眼观全局,与幼儿及时

进行目光对视、交流,让孩子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关注,若老师

在讲话中,适度地运用肢体语言,孩子们会更感兴趣。应注意

的是,教师运用肢体语言不能太多,动作也应适度,要符合口

语表达的语境和内容。 

总之,对幼儿来说,语言是发展的基础,幼儿的语言是在

交往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幼儿教师的口语表达提升途径有很

多,关键还是教师要保持一颗爱心和责任心,认识到语言表

达的重要性,加强自身知识储备,提高自身水平和素质,掌握

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语言的魅力,使幼儿

在语言的魅力中快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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