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言

二、语言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

期。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也对其它领域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

影响：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际交往能力、理解他人

和判断交往情境的能力、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通过语言获取信息，幼儿的学

习逐步超越个体的直接感知。

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自由、

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

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一

起看图书、讲故事，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进一步拓展学习经验。

幼儿的语言学习需要相应的社会经验支持，应通过多种活动扩展幼儿的生

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力。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

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文字的兴趣，用机械记忆和强化训练的方式让幼儿

过早识字不符合其学习特点和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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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一）倾听与表达

■■ 目标 1■■认真听并能听懂常用语言

  

1．�别人对自己说话时能注

意听并做出回应。

2．能听懂日常会话。

1．�在群体中能有意识地听

与自己有关的信息。

2．�能结合情境感受到不同

语气、语调所表达的不

同意思。

3．�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幼

儿能基本听懂普通话。

1．�在集体中能注意听老师

或其他人讲话。

2．�听不懂或有疑问时能主

动提问。

3．�能结合情境理解一些

表示因果、假设等相对

复杂的句子。

1．多给幼儿提供倾听和交谈的机会。如：经常和幼儿一起谈论他感兴趣

的话题，或一起看图书、讲故事。

2．引导幼儿学会认真倾听。如：
● 成人要耐心倾听别人（包括幼儿）的讲话，等别人讲完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 与幼儿交谈时，要用幼儿能听得懂的语言。
● 对幼儿提要求和布置任务时要求他注意听，鼓励他主动提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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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说话时注意语气、语调，让幼儿感受语气、语调的作用。如对幼儿的不合

理要求以比较坚定的语气表

示不同意；讲故事时，尽量

把故事人物高兴、悲伤的心

情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表现

出来。
● 根据幼儿的理解水平有

意识地使用一些反映因果、

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句子。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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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 目标 2■■愿意讲话并能清楚地表达

    

1．�愿意在熟悉的人面前

说话，能大方地与人打�

招呼。

2．�基本会说本民族或本

地区的语言。

3．�愿意表达自己的需要和

想法，必要时能配以手

势动作。

4．�能口齿清楚地说儿歌、

童 谣 或 复 述 简 短 的�

故事。

1．�愿意与他 人交谈，喜

欢谈论自己感兴趣的�

话题。

2．�会说本民族或本地区

的语言，基本会说普通

话。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幼儿会用普通话进行日

常会话。

3．�能基本完整地讲述自

己的所见所闻和经历的�

事情。

4．讲述比较连贯。

1．�愿意与他人讨论问题，

敢在众人面前说话。

2．�会说本民族或本地区

的语言和普通话，发音

正确清晰。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幼儿基本会说

普通话。

3．�能有序、连贯、清楚地

讲述一件事情。

4．�讲述时能使用常见的形

容词、同义词等，语言比

较生动。

1．为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并体验语言交往的乐趣。
● 每天有足够的时间与幼儿交谈。如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询问和听取他对

自己事情的意见等。
● 尊重和接纳幼儿的说话方式，无论幼儿的表达水平如何，都应认真地倾听

并给予积极的回应。
● 鼓励和支持幼儿与同伴一起玩耍、交谈，相互讲述见闻、趣事或看过的图

书、动画片等。 
● 方言和少数民族地区应积极为幼儿创设用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

2．引导幼儿清楚地表达。如： 
● 和幼儿讲话时，成人自身的语言要清楚、简洁。
● 当幼儿因为急于表达而说不清楚的时候，提醒他不要着急，慢慢说；同时

要耐心倾听，给予必要的补充，帮助他理清思路并清晰地说出来。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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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目标 3■■具有文明的语言习惯

    

1．�与别人讲话时知道眼睛

要看着对方。

2．�说话自然，声音大小�

适中。

3．�能在成人的提醒下使

用恰当的礼貌用语。

1．�别人对自己讲话时能�

回应。

2．�能根据场合调节自己说

话声音的大小。

3．�能主动使用礼貌用语，

不说脏话、粗话。

1．�别人讲话时能积极主

动地回应。

2．�能根据谈话对象和需

要，调整说话的语气。

3．�懂得按次序轮流讲话，

不随意打断别人。

4．�能依据所处情境使用恰

当的语言。如在别人难

过时会用恰当的语言表

示安慰。

1．成人注意语言文明，为幼儿做出表率。如：
● 与他人交谈时，认真倾听，使用礼貌用语。 
● 在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不说脏话、粗话。
● 幼儿表达意见时，成人可蹲下来，眼睛平视幼儿，耐心听他把话说完。

2．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语言行为习惯。如：
● 结合情境提醒幼儿一些

必要的交流礼节。如：对长

辈说话要有礼貌，客人来访

时要打招呼，得到帮助时要

说“谢谢”等。
● 提醒幼儿遵守集体生活

的语言规则，如：轮流发言，

不随意打断别人讲话等。
● 提醒幼儿注意公共场所

的语言文明，如不大声喧哗。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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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二）阅读与书写准备

■■ 目标 1■■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1．�主动要求成人讲故事、

读图书。

2．�喜欢跟读韵律感强的儿

歌、童谣。

3．�爱护图书，不乱 撕、�

乱扔。

1．�反复看自己喜欢的图书。

2．�喜欢把听过的故事或看

过的图书讲给别人听。

3．�对生活中常见的标识、

符号感兴趣，知道它们

表示一定的意义。

1．�专注地阅读图书。

2．�喜欢与他人一起谈论图

书和故事的有关内容。

3．�对图书和生活情境中的

文字符号感兴趣，知道

文字表示一定的意义。

1．为幼儿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条件。如：
● 提供一定数量、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富有童趣的图画书。
● 提供相对安静的地方，尽量减少干扰，保证幼儿自主阅读。

2．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如：
● 经常抽时间与幼儿一起看图书、讲故事。
● 提供童谣、故事和诗歌等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幼儿自主选择和阅读。
● 当幼儿遇到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时，和他一起查阅图书资料，让他感受图

书的作用，体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

乐趣。

3．引导幼儿体会标识、文字符号

的用途。如：
● 向幼儿介绍医院、公用电话等生

活中的常见标识，让他知道标识可以

代表具体事物。
● 结合生活实际，帮助幼儿体会文

字的用途。如：买来新玩具时，把说

明书上的文字念给幼儿听，了解玩具

的玩法。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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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目标 2■■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1．�能听懂短小的儿歌或�

故事。

2．�会看画面，能根据画面

说出图中有什么、发生

了什么事等。

3．�能理解图书上的文字

是和画面对应的，是用

来表达画面意义的。

1．�能大体讲出所听故事

的主要内容。

2．�能根据连续画面提供

的信息，大致说出故事

的情节。

3．�能随着作品的展开产

生喜悦、担忧等相应的

情绪反应，体会作品所

表达的情绪情感。

1．�能说出所阅读的幼儿文学

作品的主要内容。

2．�能根据故事的部分情节或

图书画面的线索猜想故事

情节的发展，或续编、创编

故事。

3．�对看过的图书、听过的故事

能说出自己的看法。

4．�能初步感受文学语言的美。

1．经常和幼儿一起阅读，引导他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理解图书的内容。如：
●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结合画面讨论故事内容，学习建立画面与故事内

容的联系。
● 和幼儿一起讨论或回忆书中的故事情节，引导他有条理地说出故事的大致

内容。
● 在给幼儿读书或讲故事时，可先不告诉名字，让幼儿听完后自己命名，并

说出这样命名的理由。
● 鼓励幼儿自主阅读，并与他人讨论自己在阅读中的发现、体会和想法。

2．在阅读中发展幼儿的想象和创造能力。如：
● 鼓励幼儿依据画面线索讲述故事，大胆推测、想象故事情节的发展，改编

故事部分情节或续编故事结尾。
● 鼓励幼儿用故事表演、绘画等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图书和故事的理解。
● 鼓励和支持幼儿自编故事，并为自编的故事配上图画，制成图画书。

3．引导幼儿感受文学作品的美。如：
● 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欣赏或模仿文学作品的语言节奏和韵律。
● 给幼儿读书时，通过表情、动作和抑扬顿挫的声音传达书中的情绪情感，

让幼儿体会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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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 目标 3■■具有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

   

�喜欢用涂涂画画表达一定

的意思。�

1．�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达

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2．�在成人提醒下，写写画

画时姿势正确。

1．�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现

事物或故事。

2．�会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

3．写画时姿势正确。

1．让幼儿在写写画画的过程中体验文字符号的功能，培养书写兴趣。如：
● 准备供幼儿随时取放的纸、笔等材料，也可利用沙地、树枝等自然材料，

满足幼儿自由涂画的需要。
● 鼓励幼儿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故事画下来并讲给别人听，让幼儿体会写

写画画的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 把幼儿讲过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念给他听，使幼儿知道说的话可以

用文字记录下来，从中体会文字的用途。

2．在绘画和游

戏中做必要的书写准

备，如：
● 通过把虚线画

出的图形轮廓连成实

线等游戏，促进手眼

协调，同时帮助幼儿

学习由上至下、由左

至右的运笔技能。
● 鼓励幼儿学习

书写自己的名字。
● 提醒幼儿写画

时保持正确姿势。

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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