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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幼儿园谈话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是语言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而部分幼儿园教师在谈话活动

的开展中却表现出:师幼关系处理不当 、内容选择脱离幼儿 、活动情境缺乏创设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 对开展谈话活动时所

存在的四大要素即教师 、幼儿 、内容 、环境进行分析和解读 ,是从宏观上把握如何有效开展谈话活动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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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 、日常生活语言与

文学语言的统一 。3-6岁是一个人学习语言的最

佳时期 ,而幼儿园阶段则是一个人终身语言发展的

最重要 、最快的时期 。因此 ,幼儿园教师需要及时而

有效地开展幼儿语言教育工作 。语言教育活动开展

的主要形式有:谈话活动 、讲述活动 、听说游戏 、文学

活动 、早期阅读活动。而谈话活动作为五大语言教

育活动之一 ,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学习活动的 。谈话

活动是一种有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幼儿学习语言的

教育活动 ,这种活动旨在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

帮助幼儿学习倾听别人谈话 ,围绕一定的话题进行

谈话 ,习得与别人交流的方式 、规则 ,培养与人交往

的能力
[ 1]
。谈话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特别

是对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交流能力 、学会倾听的能

力以及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方面。本文主要是分析

幼儿园谈话活动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有效策略 ,

以期唤起广大幼儿园教师对谈话活动价值的足够重

视。

一 、幼儿园谈话活动问题分析

语言作为幼儿园教育的五大课程教学领域之

一 ,从一线幼儿园的日常活动安排来看 ,其能够得到

足够的开展和重视 。可是 ,对语言教育活动的具体

开展形式 ,尤其是谈话活动 ,却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

握 ,以至于在日常开展中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

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幼儿教师对谈话活动价值和

地位的重视 ,更制约着谈话活动的有效开展。

(一)师幼关系处理不当

师幼关系是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一对最基本最重

要的关系 ,师幼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活动开展质

量的高低和幼儿的健康发展 。目前 ,对师幼关系的

研究非常多 ,有“主导主体说” 、“共同主体说” 、“交互

关系说”等观点 ,对幼儿教师如何处理师幼关系确实

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可是 ,在开展谈话活动中 ,

一些教师仍然对自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幼儿到底

处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师幼关系 ,没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 ,容易在活动的开展中造成“一言

堂” 、“离题千里” 、“听说分家”
[ 2]
等问题的产生。例

如:有些教师说得多而幼儿说得少 ,个别幼儿说得多

而部分幼儿说得少;幼儿谈话偏离主题 ,教师引导不

及时;幼儿只乐意自己说 ,却不愿听别人讲 ,容易造

成局面的混乱 ,严重影响谈话活动的秩序和效果 。

(二)内容选择脱离幼儿

在教育活动的内容选择上 ,应注重让现有知识

与儿童的生活世界相沟通 ,与儿童的经验 、需要相联

系 ,而不单是纯粹从知识或学科本身的结构或重点 、

难点出发
[ 3]
。显然 ,在选择谈话活动内容时 ,必须坚

持以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为出发点 。而很多幼儿

园教师在进行谈话活动内容的设计时 ,基本上是为

了照顾教师的设计便利和课本的安排程序 ,忽略了

幼儿在内容选择中的主体地位。例如 ,某幼儿园大

班老师在讲“成长是什么”的主题时 ,紧紧地围绕课

本安排的“长大真好” 、“长大做什么” 、“读书与吃

酥” 、“上学途中”四个小主题依次进行。显然 ,如此

忽视幼儿的兴趣 、经验和需要的谈话活动 ,只会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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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活动的空壳 ,而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则会丧失全

无。

(三)活动情境缺乏创设

陈鹤琴先生曾说:“注意环境 ,利用环境 ,环境是

最好的教具。”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 ,环境就是教

育 ,创设良好的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可以促使幼儿

“有话可谈” 、“有话敢谈” 、“有话乐谈” 。环境包含物

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要有室内环境的设计 ,更要有和

谐氛围的营造。而很多幼儿园教师在开展谈话活动

时 ,由于自己的意识不明确或害怕麻烦 ,往往忽视了

情境创设的重要性 。比如 ,某幼儿园大班教师在开

展谈话活动“快乐的国庆节”时 ,活动准备非常简单 ,

只是让幼儿带来出外游玩的照片 ,将照片或纪念品

粘贴在展板上 ,然后就开始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照

片与同伴交流。无疑 ,孩子对着自己的照片有很多

话要说 ,可是他敢大胆地谈吗 ?他能快乐地交流吗 ?

可能孩子会对自己的照片说出一二 ,但交流的兴趣

是否会持久呢? 对幼儿语言上的发展是否真的起到

有效帮助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

二 、幼儿园谈话活动开展的有效策略

显然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谈话活动的

有效开展 。因此 ,寻求问题答案的同时 ,也就是在探

寻有效策略 。尽管对如何有效开展幼儿园谈话活

动 ,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人

们大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微观探讨:活动主题

的设计 、教师提问形式 、幼儿交谈形式 、倾听习惯等

方面。谈话活动的有效开展很明显离不开教师 、幼

儿 、活动和环境四者的有机结合 ,选择什么样的主题

活动以及活动情境如何创设 ,如何充分发挥幼儿在

谈话中的主体地位 ,教师如何让幼儿在谈话活动中

收益最大化等都是我们应该深入探究的 。

(一)内容选择的趣味性

陈鹤琴曾指出:幼稚教育期内的儿童具有好群 、

好玩 、好奇 、可教的特征 。因此 ,在选择谈话活动内

容时 ,必须要考虑到幼儿的生活经验 、兴趣和需要 。

幼儿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乐意去交谈和探讨 ,

教师应随时关注幼儿活动 ,捕捉幼儿的兴奋点 ,抓住

各种表达的机会 ,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
[ 4]
。比

如 ,某幼儿园教师在周一进行“周末有趣的事”主题

谈话活动时 ,教师期待孩子们谈商店里琳琅满目的

商品 、公园里的欢乐 、动物园里的兴趣等 ,结果发现

孩子们谈得比较多的是来来往往的人 ,老人 、小孩 、

叔叔 、阿姨等。于是这位教师就抓住幼儿的兴趣点 ,

以“人群”为小主题进行谈话 ,孩子们踊跃发言 ,谈了

很多他们所见的一些人和事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当然了 ,主题内容的确定也不能只迁就幼儿的

兴趣 ,有时幼儿的兴趣是盲目的 、短暂的。在参照幼

儿的兴趣点和需要的基础上 ,教师还要充分考虑活

动内容是否符合幼儿的原有生活经验 ,是否具有可

操作性 ,是否具有教育性等。正如林崇德所讲的:

“说话课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应该是幼儿生活经验之

内的 ,具备的知识应该是比较丰富的;说话课的内容

与范围应具体 、明确 、有教育意义 。”
[ 5]
以幼儿的经验

和认知水平为基础而做出的内容选择 ,才会更有可

能符合幼儿的兴趣点 ,而这样的兴趣是长久的 、稳定

的和有意义的 。例如 ,在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里 ,

每个周一孩子入园后 ,教师和孩子会有一段很长的

谈话时间 ,问他们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做了什么 ,是否

离开了家外出 ,是否吃了小孩通常很少吃的东西 ,如

果他们吃了 ,就告诉他们吃这些东西的坏处 ,以后不

要吃了
[ 6] (P84)

。以这样的方式谈话和聊天 ,充分考虑

和尊重了幼儿的生活经验 ,并且教师以语言的直观

性帮助和引导幼儿回想自己的经历。无疑 ,这更能

激发幼儿的表达欲望和参与兴趣 ,使幼儿不仅“想

说” 、”“乐说” ,而且会“有话可说” 。

(二)活动情境的创设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语言能

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发展幼儿语言的

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 、喜欢说 、有机

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 “创造一个自由 、宽

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支持 、鼓励 、吸引幼儿与教师 、同

伴或其他人交谈 ,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 ,学习使用适

当的 、礼貌的语言交往” 。在开展谈话活动时 ,创设

什么样的环境 ,才能真正调动幼儿“想说 、敢说 、喜欢

说”的积极性呢?

第一 ,要注重物质环境的创设 。在创设谈话活

动的物质环境时 ,必须以主题活动开展的需要为线

索 ,创设丰富多彩的活动环境 。例如 ,某幼儿园教师

在进行“我喜爱的小动物”主题活动环境创设时 ,先

请幼儿从家里带来自己喜爱的小动物的玩具或模

型 ,然后在班级的一角 ,布置一个与小动物有关的活

动区角。如贴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简笔画 、照片 、剪

纸等 ,放几种不同类型的手工作品 ,比如有彩泥捏的

大象 、彩纸卷的乌龟 、废旧纸杯做的小猪等 。在这样

的环境里 ,我们看到有教师的也有幼儿的作品 ,有平

面的也有立体的作品 ,有观赏性的也有操作性的作

品。步入这样精心设计的情境中 ,幼儿如同走进了

一个动物王国 ,每个孩子都被吸引着 、激励着 ,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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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待着与同伴分享自己喜爱的小动物 。

第二 ,要注重精神环境的创设。精神环境主要

是指一种心理氛围 ,具体表现在教师与幼儿 、幼儿与

幼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往方式等方面 。在谈话活

动中 ,要想使每个幼儿敢谈 、乐谈 、畅谈 ,就要建立民

主平等的师幼关系和友好合作的同伴关系 ,创设和

谐自由 、健康安全的心理环境 。例如 ,在开展“我喜

爱的小动物”谈话活动中 ,教师让幼儿自由组合 ,分

成若干小组。这样的分组 ,符合幼儿的意愿和需要 ,

他们在进行谈话和交流时才不会感到拘谨和陌生 ,

而更多的是拥有一种亲切 、自由和安全的感觉 。教

师在和幼儿谈话时 ,要多用积极的语言鼓励幼儿 ,

“你谈的真精彩 !”“你真了解小狗 ,说的太好了 !”总

之 ,在谈话活动中 ,教师要多一些鼓励 、肯定和欣赏

的态度 ,尽量给幼儿创造条件 ,让他们多交流多合

作 ,最大努力地创设一个自由 、宽松 、融洽 、有序的谈

话氛围。

(三)幼儿参与的主体性

幼儿是谈话活动的主体 ,各方面工作的配合与

布置不仅要考虑到幼儿的需要和兴趣 ,而且在谈话

活动进行中还要充分尊重和体现幼儿参与的自由性

和主动性。据研究 ,四岁以后的幼儿语言有了一定

的主动性 ,他们不再仅仅由成人启发引导着说话 ,更

多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有话想说” 、“有话可说” 。因

此 ,在开展谈话活动时 ,教师要尽量创造条件 ,给幼

儿提供自主地展示自我的机会。例如 ,某幼儿园中

班开展“我的爸爸”谈话活动时 ,引导幼儿围绕“我的

爸爸”主题自由交谈。以分组交流 、集体分享 、角色

扮演的形式逐层展开 ,充分体现了幼儿在活动中的

主体性地位。

1.分组交流 。当引出谈话主题后 ,教师可以进

行分小组谈话。小组交流是一种最能体现幼儿主体

性的教学组织形式 。分组时 ,教师可以让幼儿自由

结合 ,这样形成的小组 ,可以确保谈话的氛围是和谐

融洽的 ,有利于发挥幼儿谈话的积极性。在小组谈

话时 ,教师尽量作为旁听的角色 ,轮流参与幼儿的谈

话 ,主要是了解幼儿关注的是什么 、谈论的深度怎么

样 、谈话经验的积累程度等问题 ,尽量不要去纠正幼

儿谈话时出现的词句错误 ,不要做示范 ,以免影响幼

儿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兴趣。

2.集体分享 。集体分享为每位幼儿提供了一个

平等自由展示自我的平台 。如果说小组谈话中有个

别幼儿说得少或内容有错误 ,那么集体分享给他们

一个表达或改正的机会;如果说小组谈话中个别幼

儿没有谈尽兴 ,那么此时的集体分享则给他们一个

更加广阔更加有挑战性的舞台。在集体分享前 ,教

师必须先做好示范谈话 ,把刚才小组谈话中出现的

问题给予简单提示。比如 ,教师先在幼儿面前谈论

自己的爸爸 ,他是什么样子 ,他在家里做什么事 。然

后要求幼儿围绕这两个问题 ,大胆地讲出自己对爸

爸的认识 。教师对谈话有困难的幼儿给予帮助和引

导 ,对说得好的幼儿给予鼓励和赞赏 ,对认真听的幼

儿也给予积极的表扬。

3.游戏激趣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 ,幼儿在

游戏中学习 ,在游戏中健康成长 。游戏对于儿童的

意义犹如事业 、工作对于成年人的意义一样 ,儿童只

有在游戏中 ,主体性才能得以真正的体现。在集体

分享之后 ,每位幼儿对自己的爸爸都有了一个比较

形象的认识。这时 ,教师设计一个表演小游戏 ,让幼

儿运用语言和动作表现生活里的爸爸形象 。只见一

名小朋友做捋胡须的动作 ,说:“德德 ,不要看动画片

了 ,去吃饭了 。”其他小朋友看到后 ,都饶有兴趣地扮

演自己的爸爸 。这个小游戏 ,不仅使幼儿练习了语

言的交流 ,而且增加了“动作”机会 ,更加有利于调动

幼儿的兴趣和参与的主动性 。

因为 ,此年龄段幼儿的语言还具有模糊性 、重复

性 、独白性特征 ,口语表达的主动性 、连贯性 、简洁性

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所以 ,在尊重幼儿谈话主

体地位的同时 ,教师还应该间接参与幼儿的谈话 ,了

解谈话内容 ,间接引导谈话活动的深入进行 。另外 ,

为了保证谈话活动顺利有序地进行 ,还应该让幼儿

充分了解和学习谈话的基本规则和技巧。幼儿进行

谈话时 ,不仅需要掌握倾听 、理解别人谈话等能力 ,

而且还应该懂得人际语言交往的基本规则
[ 7]
。比

如:别人讲话时要保持安静 ,不要乱插嘴;别人讲话

时要注意听 ,等小朋友讲完再发言;从别人的谈话中

捕捉有用的信息等 。如果幼儿不能有效掌握这些基

本的谈话原则和技巧 ,那么幼儿谈话活动的主体性

地位也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四)教师角色的灵活性

随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 ,有关教师

的角色意识的探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 。教师在

谈话活动中应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如何合理高效地

发挥教师在活动中的作用? 有的学者强调教师在活

动中起间接引导和帮助的作用 ,认为:“保证谈话活

动的有效进行 ,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的表现 ,及时给

予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 8]
而有的学者则强调师生平

等 、互动 、参与的角色 ,认为:“真正的对话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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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双方平等关系的基础之上 ,他们不是教训与被

教训 、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而是尊重 、融洽的双边

交流关系。”
[ 9]
笔者则认为 ,教师在谈话活动中的角

色与地位不能够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 ,根据活动开

展的程度和阶段需要 ,教师要学会灵活地转变自己

的角色。

在谈话活动开始前的准备过程中 ,最多的时候

教师应该担当的是决策者或主导者的角色 ,特别是

在环境的创设 、活动主题的最终敲定 、活动的设计与

安排等方面。虽然教师在活动的准备中要尽量考虑

到幼儿的身心特点 、兴趣和需要 ,也要广泛听取家长

和其他教师的建议 ,但是结果的选出 ,还是离不开教

师最终的拍板敲定 。在活动进行中 ,教师应该担当

引导者 、参与者 、合作者等多种角色:当活动进行到

精彩纷呈时 ,教师此时应该把自己当成是小朋友中

的一员 ,忘我地参与其中;当活动遇到死结难以深入

进展时 ,教师此时应该站出来把自己当成是一位大

朋友 ,给幼儿适当的点拨和引导 ,使活动继续顺利进

行。例如 ,在某大班“我喜爱的水果”的主题谈话活

动上 ,幼儿都能够围绕着自己喜爱的水果 ,从它的外

形 、味道 、口感等方面表达自己喜爱的原因。这样的

谈话现状阻碍了活动的深入开展 ,教师见此情形 ,立

刻站出来给幼儿以正确的引导 。“你喜爱的水果对

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你喜爱的水果价

格怎么样? 方便买到吗?”可见 ,教师通过提问的方

式 ,引导幼儿沿着“我喜爱的水果”这个主题 ,逐层深

入 ,拓展着谈话活动内容的深入进行。

在谈话活动告一段落时 ,教师应该担当反馈者 、

总结者 、评价者的角色。教师对幼儿进行指导与评

价 ,这对激发幼儿的谈话热情 、帮助幼儿养成倾听的

习惯 、提高幼儿语言运用能力是极其有效的
[ 4]
。在

活动的总结和评价中 ,教师不要太在意幼儿交流中

出现的小错误 ,要给予幼儿出错的权利 ,应把他们的

错误作为了解他们思路或经验水平的机会 。教师要

尽量多鼓励和肯定幼儿的优点 ,不断激发他们谈话

的积极性 。例如 ,在“我喜爱的水果”的活动总结评

价中 ,教师引导幼儿相互评价 ,对每一个幼儿给予充

分表扬 ,并指导他们课下继续认识所喜爱的水果 ,并

给爸爸妈妈讲一讲。另外 ,教师还要引导教育幼儿

多吃水果 ,不要厌食任何一种水果 ,以保障身体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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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indergarten Conversation Problems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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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ducation ,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 Nanchong , Sichuan , 637002 , China)

Abstract:Kindergarten conversation has an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 it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teach children language.But the

problems in kindergarten conversation activities are the improper teacher-children relationship , the choice of unfit content for children , and the

lack of creation in activity situation design.To solve these problems , four main factors should be concerned:teachers , children , content and en-

vironment.It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conduct an effective conversation to analyze and decode the fou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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