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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 教 育专家 认

为
,

语 感是 人们在长期

的语言实践和有意识的

语言训 练中
,

语言文字

的规律
、

词句的含义
、

情

味等
,

以
“

格
”

的形式在脑

中固 定而成的
。

当 人们

重新接触语 言时
,

这种
“

格
”
就会产生作用

,

使你

不假思索地迅速地做出

正确的反应
。

语感的形

成
、

发 展离不 开 有意识

地反复地语 言实践
,

只

有多听
、

多读
、

熟读和背

诵
,

才能在脑中定
“

格
” ,

形成或增强语感
。

因此
,

为幼 儿创设良好的语言

环境
,

有 目的
、

有计划
、

有

系统地向其提供优秀的

语言范型
,

用适合他们

年龄特点的方法引导其

进行言语实践和积 累是

增强幼儿语感的必要条

件和有效途径
。

典范的幼 儿文学 作

品语言优美
,

结构 精巧
,

溶知识
、

道 德与艺术 为

一体
,

若 加 以 精湛的朗

读与讲述
,

配之 以轻悠

舒缓的音 乐
,

无论是在

语音
、

词 汇
、

语法方面都

是最理想 的语言 范型
。

强化其范型作用
,

引导

幼 儿反 复感知体验
、

理

解欣赏并背诵运 用
,

使

之 根植于幼 儿脑 中
,

不

仅能增强幼 儿语感
,

而

且兼有丰 富知识
,

陶 冶

情操
,

增强美感之功用
,

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部分

家长
、

教师语言素质偏低的不足
。

《幼儿园教育纲要 》对大
、

中
、

小班都曾提出一定

数量的背诵
、

复述儿歌
、

故事的要求
,

但在实施中
,

对

其作品的选择
,

教法的运用皆存在一定的问题
,

有的

教师仍用强制
、

机械重复的方法达到背诵
、

复述的要

求
,

有的教师虽然注意创设情境
、

运用多种方式引导

幼 儿通过 自己的操作 (感知
、

理解
、

表演 )等积累作

品
,

但需做较多的准备
、

指导工作
,

在编制紧
、

幼儿超

员
、

条件设备差的幼儿园难以实施
。

徐晓华

体验
、

记忆
、

运用作品而又操作简便 ? 受暗示教学法

启示
,

以及据我们进行过的
“

睡 眠与文学艺术陶冶
”

实验 (详见 《幼教园地 》 1 9 9 3
、
7一 8 合刊 ) 的成功经

验
,

我们构想并实验了幼儿园语言文学教育活动新

模式
。

一
、

新模式的结构框架与特点

我们认为
,

一次幼儿 园文学教育活动应包括下

列 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

( l) 幼儿初步感知理解作品阶段
。

教师通过创设

情境
,

操作必要的直观教具讲述
、

讲解作品
,

激发幼

儿的学 习兴趣
,

引导幼儿初步感知理解作品 (时间视

作品难易长短而定
,

一般在 15 分钟左右 )
。

( 2) 幼儿睡前反复倾听作品阶段
。

教师录好特制

的配乐朗读磁带 (速度稍慢
,

与呼吸合拍 )
,

每天幼儿

睡前播放一次
,

指导幼儿闭目静听
,

让幼 儿在 反复倾

听中不断体验品味作品
,

并自然记熟 (播放次数视作

品长短
、

难易而定
,

一般到每个幼儿会熟练背诵或复

述为止 )
。

(3 )幼儿交流对作品的理解与感觉阶段
。

教师可

精心设计几个富有启发
、

开放性的间题
,

引导幼儿讨

论
,

让他们尽情地表达 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及其对作

品美的感觉
,

提高幼儿对作品的理解与欣赏能力
。

(4 )幼儿表演
、

表现
、

迁移运用作品阶段
。

教师为

幼 儿创设多途径表演
、

表现和迁移作品的情境与条

件
,

或让幼 儿在朗诵
、

讲述的表演 中发展再造想象

力
,

加深对作品的理 解与体验
;
或让幼儿在用画面表

现作品并用语言描述画面的过程中
,

充分利 用 自身

的经验
,

实现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的相互转换
;
或让

幼儿在续编作品中增强运用迁移能力和创造力
。

同

时注意 及时鼓励幼 儿在 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作品中

幼儿园语言文学教育活新动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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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美词句
。

上述四个部分相互依赖
、

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
,

有机地构成了这一教育模式的整体
,

具有下列特点
:

( l) 充分利用睡前记忆的优势
,

使无意学习与有

意学 习有机结合
。

心理实验证明
:

默诵后的睡眠有利

于记忆
,

可增强记忆牢度
,

减少遗忘量
。

我们充分利用幼 儿这一学 习记忆的最佳状态
,

把幼 儿的无意学 习纳入 了有 目的
、

有计划学 习的轨

道
,

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 2) 符合幼儿学 习记忆的规律
。

幼儿大脑尚未发

育完善
,

抑制机能差
,

易疲劳
,

更适合于分散复习
。

新

模式符合幼儿这一学 习特点
,

在幼儿初步感知理解

作品 后
,

每天倾听 1一 2 遍 (5 分钟 内 )
,

一般 累计 30

分钟左右就能复述或背诵
,

而 且学得轻松
,

没有负

担
,

比集中学习效果好
,

花时少
。

( 3) 语言文学教育活动与幼儿 日常生 活相互渗

透
,

相得益彰
,

融为一个有机的教育整体
。

(4 )操作方便
,

省时省力
。

只要有了相应的教材

与配套的磁带
,

在条件差
,

幼儿超员的广大农村亦能

运用
。

二
、

新模式的实验结果

我们选择了一些诗歌
、

故事和散文
,

在幼儿园各

生朴班进行了数轮新模式实验
,

结果证实
:

(一 )新模式是幼儿轻松 自如积累文学语言的最

佳形式
,

能有效地发掘幼 儿记忆理解文学作 品的潜

能
。

当笔者对各年龄班幼儿进行过新模式第一
、

二

个环节后
,

用逐一听幼儿背朗或复述的方法测查学

习效果
,

结果令 人惊讶
,

睡前倾听记忆文学作品的效

果十分显著
。

一般说来
,

2 50 字左右的故事 (如《下雨

的时候 》 )
,

小班幼儿每天午睡时听一遍
,

七天后百分

之九十以上幼儿能正确
、

连贯
、

完整地复述
;

中班幼

儿 七天能复述 50 0 字左右的故事 (如《三只蝴 蝶 ))) ;

大班幼 儿记得更快 了
,

只需五六天时 间
,

就能背诵散

文 《春 》 (改编过 )
。

散文 《秋天的雨 》有 50 。 多字
,

因语

言优美
,

构 思精巧
,

富于 童趣而 具有积累价值
,

若用

以往的教法使幼 儿学会背诵是十分困难的
,

笔者采

用新模式
,

每天午睡前听两遍
,

十夭后大班幼 儿大都

能正 确
、

流畅
、

有表情地 背诵全文了
,

而且 显得轻松

愉快
。

为了探讨睡前倾听作品与课内倾听记忆效果有

无差异
,

笔者在大中小班各作了对比研究
,

各年级各

设一实验班与对比班
,

学 习的作品相同
,

第一环节的

教学相同
,

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班午睡时倾听作品
,

对

比班在课内倾听
,

遍数相同
,

一段时间后进行朗诵或

复述测查
,

结果差异不显著
,

但平时语言水平中等偏

下与注意力易分散的幼儿
,

其复述水平实验班明显

优于对 比班
。

测查还发现
,

幼儿达到熟记的睡前倾听次数与

其理解水平
· 、

接受能力直接相关
,

有着年龄差异与个

别差异
.

同一首诗歌 《摇篮 》 ( 64 个字 )大班幼儿只需

听两天 (每天一遍 )就能背诵
,

中班幼儿则需六天
,

小

班幼 儿需要十天
。

复述同一个故事
,

最快的只需听两

三天
,

最慢的则需听十多天
。

此外
,

有无进行过第一

环节教学直接影响学会背诵复述的速度
,

这说明理

解作品是提高记忆效率的前提
,

第一环节的教学应

当重视
。

(二 )有助于增强幼儿语感
。

幼儿的语感主要包括语音感
、

词汇感和语法感
。

实验表明
,

新模式有助于增强幼儿的语音感
。

由于幼

儿倾听的是语音纯正
.

语调 自然流畅并富于情感的

录音
,

在脑中形成了正确规范的表象
,

在反复的倾听

中
,

逐渐感受到语调与作品内容
、

情感之间的对应关

系
,

因而面部表情 日渐丰富
,

在朗诵或讲述表演时
,

幼儿语调也酷似录音
,

能够表现出音韵节奏美
。

新模式也有 助于增强幼 儿的词汇感和语法感
。

在反复的倾听中
,

幼 儿能调动已有的生活经验
,

产生

相应的表象
,

自觉主动地联系上下文来感受
、

理 解作

品中优美的词句
。

如在学 习《秋天的雨 》这篇散文中
.

老师故意未讲解某些幼儿陌生的词句
,

睡前倾听数

遍后组织幼 儿讨论交流
,

他们能自发地理解
,

(如把
“

五彩缤纷
”

理解为
“

各种各样美丽 的颜色
” ,

把
“

盛

装
”

理解为
“

最漂亮的衣服
”
)

。

在反复倾听中
,

幼儿会

把自己喜欢的词语
、

句式储存于脑中
.

在一定情境下

运用
。

如在幼 儿画好 《美丽的春天 》的主题画后用语

言描述画面时
,

实验班幼 儿大都运 用 了散文中的词

句
.

其中
“

嫩绿
”

、 “

融化
” 、 “

小草从泥土里偷偷地钻 出

来
”

等词句运用率最高
。

在反复倾听 中
.

只要教师稍作引导
,

幼 儿就能理

解作品中的 比喻拟人句和 主题
。

例如
,

学了《秋天的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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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后
,

他们在讨论交流后
,

能正确理解
“

为什么说秋 畅
、

完整
、

有感情
;

对比班幼儿说的大多是词或词组
.

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
和

“

有一支金色的小 且不够流畅
。

三是实验班幼儿欣赏水平高
,

说出的大

喇叭
” ;
他们会告诉你

,

秋天的雨唱的是
“
丰收的歌

” 、

都是作品中富有儿童情趣
、

语言优美等富有审美价
“

快乐的歌
” 、 “

美丽的歌
” 。

值的句子 ,而对比班幼儿说的大多是生活中常用的

(三 )有助于提高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

为 词句 ,其审美价值不及前者
.

这说明睡前反复倾听作

了研究积累与欣赏的关系
,

笔者作了下列 实验
:

选用 品有助于积累储存
,

而文质兼美的作品的记忆积累

同一篇作 品
,

由同一位老师执教 (在不同的大班 )
,

实 又有助于不断品味理解
,

从而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

验班采用新模式
,

对 比班只进行新模式一
、

三
、

四环 能力
。

节 (缺少倾听环节 )
,

尔后组织幼儿交流 自己认为作 (四 )有助于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品中最美的话
,

结果两类班级幼儿有如下差异
:

一是 笔者在大班作了下列实验
:

以诗歌 《摇篮 》为教

实验班幼儿兴趣浓厚
,

发言踊跃
,

几乎人人欲说
,

15 育内容
,

由同一位教师执教
,

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引

分钟后还有幼儿举手
;

对比班只有四分之一幼儿感 导幼儿续编诗歌 (A
、

B 组皆在感知理解倾听记忆条

兴趣
,

有表达欲望
,

其他幼 儿神情漠然
,
5 分钟后就 件下

,

但 A 组是睡前倾听组
,

B 组是课内倾听组
;
C

无人发言
。

二是实验班幼儿说的大多是句子
,

表达流 组是只在感知理解基础上续编 )
,

结果见下表
:

幼儿续编诗歌情况统计

补补补
·

胜任幼 儿儿 续编出各不不 续编诗歌的想象范围围 续编的质量量

相相相相同的段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 比喻贴切
,

富有美感 )))
自自自自自然景物物 动植物物 人造实物物物

感感知
、、

睡前倾倾 1 0 0 %%% 2 8 段段 1 4 段段 6 段段 8 段段 l 222

理理解
、、

沂组 ( A
`̀̀̀̀̀̀̀

记记忆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础础上 的的 课内倾倾 1 0 0 %%% 2 3 段段 6 段段 5 段段 1 2 段段 555

续续编编 听组 ( B )))))))))))))))

感感知
、

理解基础础 1 2
.

5%%% 5段段 3 段段 l 段段 l 段段 333

上上的续编 (C )))))))))))))))

上表可见
,

大班幼 儿在感知理解倾听记忆基础

上续编故事不仅人 人能胜任
,

而且在质与量上均 显

著好于感知理解基础上续编的幼儿
。

这说 明
,

有一个

沉淀积累作品的过程
,

有助于大脑对其整合内化
,

从

而有效地产生迁移
。

另外
,

同是在感知理解记忆基础

上的续编
.

A 组与B 组幼儿在想象范围
、

续编诗歌的

质量上有差异
,

前者幼儿想象空间大
,

拿自然景物作

比的多
,

后者想象空间小
,

拿眼前人造实物作比 的

多
。

而且 在比喻贴切
、

构思精巧
、

语言富有音韵节奏

等等方面也不 及前者
。

这说明睡前倾听作品有助 于

幼 儿充分感受作品之美
,

是潜移默化陶冶幼 儿美感

的好形式
。

三
、

运用新模式须注意的问题

(一 )各种教育模式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

都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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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

儿童学习文学作品既需要有一定的面
,

又

需要有一定的点
,

本模式仅适用 于教学文质优美具

有积累价值的文学作品
.

在选择作品上应考虑年龄

特点
,

避免选择使幼儿兴奋不 已
、

难 以入眠 的作品
.

小班可选用童话故事和儿歌
,

中班可选用道德
、

科学

故事和 儿歌
,

大班可选用优美的散文和古诗
。

( 二 ) 因睡前倾听文学作品兼有助 眠之功效
,

故

其录音或讲述应更舒缓
、

轻柔
、

优美些
,

要有适当的

指导语
,

开始应指导幼 儿闭 目倾听
,

结束时应引导其

过渡到听音乐入眠上
。

(三 )新模式四个环节应有机结合
.

切不可 只满

足 于记忆背诵
,

指导幼儿积累与运用应相互渗透
,

各

不偏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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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丹阳市教研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