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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工具，幼儿教师主要是

通过语言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的

教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如何运用语言显得尤其重要。 一、

语言的人性化 语言作为人与人沟通的工具，语言的使用应该

体现人性化的特点。幼儿教师与幼儿是互动的双方，作为互

动一方的教师，其语言的人性化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1．尊

重幼儿 孩子虽小，但他们也有很强的自尊心。教师说话时若

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给孩子的心灵或多或

少地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我们平时与幼儿说话时应

尽量注意保护孩子的“面子”。小班的幼儿偶尔尿裤子是很

正常的，但有些孩子尿了裤子不愿意告诉老师，怕老师说：

“你怎么会尿裤子?”这样一说，班上的其他小朋友就会笑话

自己尿了裤子，被大家笑话多没“面子”呀，只有自己忍着

。如果我们能多为孩子考虑一下，照顾孩子的感受，蹲下来

亲切地、轻声地说一句：“没关系，我们悄悄地去休息室换

上干净的裤子。放心吧，我会替你保密的，小朋友们不会发

现的。”我想这样孩子们就不会有顾虑了，不仅如此，他们

还会对老师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2．平等交谈 在以往的教

学中，我们常常会说这样的话，“请坐好”、“请你跟我这

样做”等等。在这里教师是作为指挥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作

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的教师应视幼儿

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应常以商量的口吻和讨论的方式指导幼



儿的活动，支持幼儿的探索。比如，当幼儿不愿意帮老师收

玩具时，我们可以说：“你可以帮我一下吗?”以此来得到幼

儿的帮助，锻炼幼儿，而不能以命令的口气说：“快点，帮

老师收玩具!”；当幼儿在美工角活动时，为了防止幼儿乱扔

纸屑，我们可以委婉地提醒幼儿：“你们需要一个垃圾筐吗?

”这样幼儿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要把纸屑扔到垃圾筐里，而不

能扔在地上，但如果直接说：“不许把纸扔在地上。”则很

难达到预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应常说，“你好”、“请”

、“没关系”、“能不能”、“我们一起来好吗?”、“你说

应该怎样呢?”、“你先试试看，如果需要帮忙就叫我。”、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等等。 3．因人用语 教师语言的选择

和运用必须考虑幼儿现有的语言接受能力，力求“因人用语

”。比如，对性格不同的幼儿，语言的使用就应不同：比较

内向、较为敏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幼儿，教师应更多地

采用亲切地语调，关怀地语气对他们说话，以消除幼儿紧张

的心理；对反应较慢的幼儿，教师要有耐心，在语速上要适

当地放慢一些；对脾气较急的孩子，教师的语调要显得沉稳

，语速适中，使幼儿的急躁情绪得以缓和。再如，对刚入园

的小班幼儿要多使用些儿童化、拟人化的语言，将一些无生

命的东西赋予生命来吸引幼儿的注意；而对于略大一些的中

大班幼儿则要注意语言的坚定和亲切，使幼儿感到老师的话

是经过思考的，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是值得听的。总之，对

不同的幼儿，教师应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人用语，

因人施教，使每个幼儿在其原有水平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二

、语言的艺术化 幼儿教师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群体，幼儿的年

龄、思想等特点决定了幼儿教师语言的“四化”。 1．“趣



”化 就是要求教师的语言要形象、生动，富有趣味性。有一

次午饭时，孩子们很吵，于是我说：“咦，我们教室里什么

时候飞进来那么多小蜜蜂，嗡嗡嗡嗡的，多吵呀!我们快把它

们请出去，别打扰我们吃饭了。”孩子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便安静下来吃饭了。这就是富有趣味性语言的魅力

。此外，生动形象的语言还能激发幼儿的兴趣，把幼儿潜在

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在愉快地气氛中自觉、

主动地学习。如进行故事教学时，教师讲故事的语言就应该

夸张、生动，富有趣味性，比如用又粗又涩的声音扮演鸭爸

爸；用恶狠狠的腔调演绎大灰狼；用阴郁沉闷的怪声表现老

巫婆等等，这样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就把幼儿带入了童话世

界，之后的交流、教学也会进行得顺利且充满活力。 2．“

激”化 就是要求教师的语言应具有激励性。鼓励和支持幼儿

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幼儿遇到问题不能正确解

决，感到灰心与无望时，教师就要帮助幼儿，用积极的语言

引导幼儿去探索。如在进行科技活动时，经常会有幼儿不敢

自己动手操作，总想依赖教师，这时教师就可以说：“你去

尝试一下，失败了也没关系呀!”、“你试试看”、“再想想

，就能想出来了。”、“这件事应该难不倒你的。”等等这

样的语言来激励幼儿，这些语言对即将失去信心的幼儿来说

，无疑是一种支持性的力量，可以成为幼儿解决问题的动力

，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当幼儿拥有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时

，教师也应及时鼓励，不要吝啬“嗯，真不错”、“你真行

”、“你的想法很特别!”等等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语言能

给幼儿极大的鼓舞并能激发他们进一步表现的欲望。 3．“

诗”化 富有诗意、具有韵律美、节奏明快的语言可以使教学



出神入化，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小班幼儿自理能力比

较差，经常将鞋子穿反，在教幼儿穿鞋子分清左右脚时，我

是这样告诉幼儿：“左边的鞋是鞋爸爸，右边的鞋是鞋妈妈

，爸爸和妈妈一对好朋友，永远不吵架。”在教幼儿叠衣服

时，我告诉幼儿：“扣子找扣眼，袖子找袖子，衣服弯弯腰

，帽儿点点头。”这些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儿歌使幼儿在

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轻松自然地学会了穿鞋子、叠衣服等本领

，不仅提高了其自理能力和审美能力，而且陶冶了幼儿的情

操。在绘画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所画的内容按步骤、要求编

成生动形象、简短易懂的儿歌，边画边说。比如，教幼儿画

鱼时，我们可以一边画一边说“一条小鱼水中游，摇摇尾巴

点点头，一会上，一会下，游来游去真自由。”这样就逐步

画出了鱼身、鱼尾、鱼头、上鱼鳍、下鱼鳍和鱼泡泡，这种

“诗”化的语言不仅激起了幼儿绘画的兴趣，帮助了幼儿顺

利地完成了绘画活动，而且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能力，可谓是

事半功倍。 4．“简”化 幼儿年龄小，理解能力较弱，这就

决定了教师在使用语言时应当避繁求简。教师在与幼儿交谈

时应使用句法结构较为简短，词汇涉及范围较小的语句。比

如，当幼儿不愿意吃胡萝卜时，我们如果说：“胡萝卜里含

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给身体提供所需

要的营养，预防各种疾病，提高免疫力，所以小朋友们都要

吃胡萝卜。”这样的话孩子们很不容易理解，效果自然就会

不尽如人意。但如果简单地说：“胡萝卜很有营养，吃了对

小朋友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孩子们应该会对胡萝卜有新的

认识。因此，教师的语言应力求简单、直白。 三、多种形式

语言的并用 语言有很多种形式，除了我们常用的有声语言口



语外，还有书面语、情态语等无声语言。幼儿教师应善于创

造性地使用这些语言，并将它们融会贯通，更好地为教育教

学服务。 1．书面语 可能有的老师会说书面语在幼儿园使用

不合适，它适用于识字较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其实书面语

对于幼儿园的教学也有着举足轻重的辅助作用。比如，两组

小朋友进行背儿歌比赛，在黑板上给获胜组的幼儿画上一颗

五角星远比口头表扬的效果要好得多；教新歌时，幼儿总是

记不住歌词，如果将每一句歌词边唱边用一幅画形象地展现

在黑板上，幼儿就能根据画很快地记住歌词等等，这些就是

广泛适用于幼儿园的非文字书面语的魅力。 2．体态语 人的

喜、怒、哀、乐等情绪与情感，可以通过面部表情、体态表

现出来。幼儿教师的体态语对幼儿有强烈的感染作用。比如

，教师的微笑可以缩短与幼儿之间的距离，能使幼儿自然而

然地形成一股内在的亲师感；教师的手势或眼神的暗示能使

幼儿在犯错时心领神会，自觉改正；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肢体

动作不仅能增加教学的趣味性，而且能使抽象的内容变得更

为直观，从而使幼儿更容易理解。总之，恰当地使用体态语

能够使教育教学锦上添花。 语言是一门具有无穷魅力的艺术

，作为幼儿教师要在掌握规范化语言的基础上，做到人性化

、艺术化。同时还要尽量扩大知识面，吸取世界各种语言的

精华，掌握幼儿教育的规律和发展，不断搜集专业的信息，

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质，充分发挥语言

的魅力，使天真无邪、纯真可爱的孩子们伴着我们的语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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