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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英语教学中ＴＰＲ教学法及其应用

王晓斐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长春　１３０１０３）

摘　要：ＴＰＲ教学法是一种目前国际上较流行的学习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它强调在语言和动作协调互动的基础上，

通过表演、游戏、歌曲、故事等活动教授语言，以减小语言学习者在学习中的压力，让学习者轻松愉快地学习外语。在幼儿园

英语教学中，ＴＰＲ教学法具有较多运用动作，听力先行，整体教学，减小压力，宽容错误等符合幼儿发展特点，可在幼儿园英语

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ＴＰＲ教学法；幼儿；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３９－０５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犱狅犻：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１

犜犘犚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犕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犻狋狊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犓犻狀犱犲狉犵犪狉狋犲狀狊

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犳犲犻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犑犻犾犻狀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犺犪狀犵犮犺狌狀１３０１０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ｏ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Ｐ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ａｍｅｓ，ｓｏ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ＰＲｈａｓｍａｎ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ｌａｙ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ｅｒｒｏｒｓ，ｉｔ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Ｐ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ＰＲ（Ｔｏ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ｐｏｎｃｅ）教学法，又称

全身反应教学法，是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支，是由美

国加州心理学家詹姆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是

一种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结合来教授语言的教学方

法。最初用于美国移民儿童的英语教育，近年来该

教学方法引起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逐渐在外语

教学方面，尤其是儿童英语教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詹姆斯在研究儿童习得母语的特征时，经过大

量观察发现，前语言期的儿童在说话之前已经能理

解成人的许多话语。［１］他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顺序

是先理解语言，当语言充分内化后再开口表达。儿

童理解语言又表现为通过动作回应指令，詹姆斯引

用父母教儿童学习第一语言的例子解释这一原理，

如，母亲指着灯对儿童说“灯，灯”，儿童会把头转向

母亲手指的地方看灯，当母亲再说“灯呢，灯在哪

儿？”，儿童会用手指灯。儿童通过转头、伸手、指向

等身体动作表达对成人语言的理解。在大量细致深

入的观察后，詹姆斯提出了ＴＰＲ教学法，ＴＰＲ教学

法吸取了人文主义心理学中“情感过滤假设”，

Ｂｕｒｓｔａｌｌ的研究表明：儿童对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没

有消极态度，这使他们在语言学习中没有障碍［２］。

儿童是语言学习的最佳典范，其头脑中存在一种习

得语言的特殊能力。人本主义教学法中关注情感因

素，认为语言习得的成功主要在于降低学习者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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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减小其压力，在轻松愉快的语言学习环境中可以

提高语言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效率。ＴＰＲ教学法

中，教师提供大量轻松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使学习

者没有抵触情绪地将输入语言内化并输出。ＴＰＲ

教学法借鉴了心理学中“记忆痕迹理论”，该理论认

为多次输入一种语言信号，使其在大脑上刻下痕迹，

越经常和越强烈的追溯记忆联结，联想和回忆越容

易。ＴＰＲ教学法中，大量语言重复和伴随肢体动作

的练习，可以提高回忆的可能性。詹姆斯还利用脑

测化理论支持ＴＰＲ教学法，右脑主要是形象思维，

左脑负责逻辑思维，语言学习活动属于右脑，学习者

通过来学习语言，右脑学习熟练后，左脑才会被激发

出产生语言。

在幼儿英语教学中，ＴＰＲ教学法营造了一个真

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歌曲、游戏等方式，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活动中，让幼儿对教师

的指令做出肢体反应，让幼儿在真实情境和活动中

通过动作理解英语，在无压力的重复练习中学会说

英语。因为幼儿具有好奇好动、精力充沛、注意力持

续时间短的特点，设置各种活动，让幼儿通过跑、跳、

唱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缓解幼儿学习外语的焦

虑，调动幼儿主动学习的情绪。

一、ＴＰＲ教学法的流程及种类

（一）ＴＰＲ教学法的流程

ＴＰＲ教学法遵循“听－理解－动作－口头输

出”（Ａｕ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ｂ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原则，其教学流程如下：第一个阶段

是呈现，教师示范，边说边做动作，幼儿看和听；第二

阶段是模仿，教师继续示范，幼儿模仿动作。前两个

阶段是语言输入的过程，教师不断说英语，幼儿在听

和模仿的过程中完成了语言输入。第三阶段是练

习，教师只说不做动作，幼儿听教师指令做动作。这

一阶段也是检验幼儿是否理解指令的过程。前三阶

段是一个语言沉默期，所有语言在输入后，幼儿都有

一个时期理解，将其内化之后才能完成语言输出。

当学习者准备好去说的时候，教师才鼓励学习者开

口说；语言输出是在语言充分内化的基础上建立

的［３］。第四阶段是教师提示，幼儿说。教师不再说

英语指令，只是做动作，让幼儿开口说；第五阶段是

幼儿主动说，教师不做任何提示，让幼儿通过看图片

等方式主动说出英语并做动作。最后两个阶段就是

语言输出的阶段，教师可以变换方式，让一名幼儿说

出指令，其他幼儿做动作，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趣味

性，而且也增加了不断练习的机会，锻炼幼儿的

自信。

（二）ＴＰＲ教学法的种类

１．ＴＰＲ－Ｂ（ＴＰＲｗｉｔｈｂｏｄｙ）

ＴＰＲ－Ｂ是指在ＴＰＲ教学中，在涉及身体部

位、动作等相关单词、句子时，教师直接运用肢体动

作，通过自身去表现相应的动作来呈现给幼儿，带领

幼儿模仿、练习。ＴＰＲ教学法中，教师通过自己的

声音、表情、动作等也可以组织一堂生动的活动课。

如教授ｓｔａｎｄｕｐ、ｓｉｔｄｏｗｎ、ｗａｌｋ、ｓｔｏｐ、ｈａｐｐｙ、ｓａｄ、

ｔｕｒｎｌｅｆｔ、ｔｕｒｎｒｉｇｈｔ、ｃｌａｍｐｙｏｕｈａｎｄｓ时，教师可以

不用其他教具，直接带领幼儿动起来，鼓励幼儿对教

师的指令和手势做出反应和认知，幼儿听指令用身

体做出相应动作即可很快了解语言的含义。幼儿对

于这种活动非常感兴趣，教学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２．ＴＰＲ－Ｏ（ＴＰＲｗｉｔｈ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ＰＲ－Ｏ中是指教师要在ＴＰＲ呈现阶段合理

运用实物，激发幼儿兴趣。幼儿好动且精力旺盛，对

周围自然的、具体的事物感兴趣。Ｓｃｏｔｔ和Ｙｔｒｅｂｅｒｙ
研究表明：幼儿通过手触摸、眼睛看、耳朵听来认识

周围世界，即幼儿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具体客

观、直观形象的物质基础上［４］。所以，在教授一些单

词时，教师要注意实物的合理运用。如，教ｐｌａｔｅ，

ｂｏｗｌ，ｓｐｏｏｎ，ｗａｔｅｒ，ｍｉｌｋ，ｙｏｇｕｒｔ，ｃｏｆｆｅｅ时，直接将

实物呈现给幼儿，让幼儿去看，去摸，甚至去品尝，将

语言与幼儿感官联系在一起，幼儿的印象会更深刻，

记忆也会更牢固。

３．ＴＰＲ－Ｐ（ＴＰＲｗｉｔｈ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ＰＲ－Ｐ是指要将图片在ＴＰＲ教学中呈现、练

习阶段合理运用。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幼儿较关注具

体的事物，教师可以用图片让幼儿对所学的语言有

更直观的了解。如，在教授各种动物时，将动物的图

片呈现给幼儿，让幼儿看看、摸摸甚至抱抱图片上的

动物，使幼儿对动物产生亲近感。在练习阶段，可以

将图片摆在地上，让幼儿站在图片前面，听教师或其

他幼儿指令，跳向相应的图片，说出并做出动作。教

师也可手拿图片，让幼儿用手、肘、头等不同的身体

部位去触碰图片并说出图片相关单词。

４．ＴＰＲ－Ｓ（ＴＰＲｗｉｔｈ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ＰＲ－Ｓ是指运用幼儿喜闻乐见的故事贯穿

ＴＰＲ教学过程，让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教师可用合

适的故事或将所学单词、句子编成小故事，在ＴＰＲ

五个阶段中灵活运用。在ＴＰＲ教学法中，教师用

ＰＰＴ、图书等形式完整展示故事，然后按ＴＰＲ教学

法的流程让幼儿模仿整个故事。教师要准备道具，

设置故事中的场景，逐步引入单词，然后让幼儿完全

演绎故事，故事表演可以使幼儿在听、看和模仿的过

程中，全面地理解语言。故事中的关键词可以通过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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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呈现，也可以教师通过有序地、慢慢地重复单

词，让幼儿学会单词，在教授过程中，按照幼儿的反

应适时调整步伐，不给幼儿压力，然后逐渐呈现一个

个句子（如，ｏｐｅ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ｈｕｇｔｈｅｄｏｇ），在呈现新

句子之前，要重复以前的句子，给幼儿巩固的机会。

最后让幼儿完整表演故事，在表演中巩固单词及

句子。

二、ＴＰＲ教学法的特点

（一）第二语言输入右脑，全身肢体动作是理解

的关键

ＴＰＲ教学法中，将第二语言输入右脑，通过调

动幼儿的肢体动作，将语言和动作联系在一起，让幼

儿通过指令做出动作，用动作展示他们对所学语言

的理解状况。詹姆斯认为，语言活动的开展由左脑

负责，而肢体动作则由右脑协调，右脑可以通过指令

做出动作来表达理解，而且通过肢体动作与记忆联

结，ＴＰＲ教学法通过肢体动作，将语言输入右半脑

以引起肢体活动，可以让幼儿的左右脑同时工作，易

于记住所学语言［５］。在学习语言时，幼儿的注意力

在肢体动作等活动中他们是在无意识中习得语言，

压力较小而效率更高。如，在用ＴＰＲ教学法教过幼

儿动物有关的单词后，幼儿甚至在中文活动上也能

根据教师做出猴子的动作脱口而出“Ｍｏｎｋｅｙ”，说明

幼儿已将动作与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强调听力先行，允许出现沉默期

詹姆斯强调，幼儿学习外语要听力先行，理解先

于输出。他认为，幼儿只有多听，先理解所学内容，

然后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口头输出［５］。ＴＰＲ

教学法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以”Ｌｉｓｔｅｎ－Ｄｏｔｈｅａｃ

ｔｉｏｎ”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即“听—做动作”。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发出指令后，自己先示范一遍，然后

教师通过ＴＰＲ教师用语”Ｌｅｔｕｓｄｏ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带领幼儿一起做动作，幼儿模仿教师。

Ｋｒａｓｈｅｎ的研究表明，幼儿习得母语时，有大概一年

的时间用来“听”，即沉默期，然后才开口说［６］。在沉

默期，幼儿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在外界环境的语言刺

激下，不断地输入、继续储备词汇，沉默期的积累会

在２岁左右的“词语大爆炸”中呈现结果。第二语言

的习得也有沉默期，与幼儿在习得母语时的沉默期

类似。因此，ＴＰＲ教学中，要允许幼儿有沉默期，在

这一时期，教师要给幼儿足够多的语言、动作刺激，

利用不同种类的ＴＰＲ，给幼儿吸收理解语言的机

会，培养幼儿的语感，包括对语音、语调的感受。

（三）教师整体教学，幼儿学习完整语句

ＴＰＲ教学法中，整体教学是指在课堂或活动过

程中，教师通过完整的句子教幼儿单词，有利于幼儿

从整体掌握句子或单词的意义，强调教给幼儿完整

的语句，而不是传统英语教学中只学单词，如，Ｉｔ’ｓａ

ｂｉｒｄ．Ｉｗａｎｔａｎａｐｐｌｅ等。ＴＰＲ教学法中，提倡用

替换法学习新单词。如，在教幼儿水果的单词时，教

师从很多水果图片中拿出一张苹果的图片说“Ｉ

ｈａｖｅａｎａｐｐｌｅ．”然后换一张香蕉的图片说“Ｉｈａｖｅａ

ｂａｎａｎａ．”通过ａｐｐｌｅ，ｂａｎａｎａ的替换让幼儿在练习

中不断重复去说和做动作，从而理解所学单词的含

义，而对前面的冠词则不必做解释。完整教学还体

现在课堂师幼互动中，传统英语课上，教师问幼儿准

备好了没有会问“Ａｒｅｙｏｕｒｅａｄｙ？”，通常只要求幼

儿回答“Ｒｅａｄｙ！”或“Ｙｅｓ！”，均不属于让幼儿学习

完整语句。ＴＰＲ教学法中强调让幼儿用完整的句

子回答，如，“Ｙｅｓ，Ｉ’ｍｒｅａｄｙ！”并作出相应动作。

在ＴＰＲ教学法的运用过程中，要注意完整语句在整

个课堂中的贯穿运用。

（四）减小幼儿学习压力，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詹姆斯借鉴了人本主义教学法中对学习者情感

态度的关注，认为人的情感态度能对语言的学习产

生影响。人在焦虑、紧张的环境下，学习效率较低，

焦虑还会影响语言的输入、理解和输出。因此，

ＴＰＲ教学法的特点是通过游戏、故事、歌曲等多种

方式，为幼儿提供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让幼儿在

无压力的环境下，轻松学英语，提高学习效率，同时，

还有利于幼儿在教学过程中保持较高兴致。在语言

输入过程中，幼儿沉默期受语言规则、可理解输入、

习得顺序因个人特征（如，害羞、内向等）等因素的制

约。由于以上原因而造成幼儿不愿开口说英语时，

教师要有充分的耐心，给幼儿足够的时间去理解指

令，让语言充分内化后，再鼓励幼儿开口说英语，切

莫强迫幼儿。

（五）教师纠正较大错误，幼儿自行纠正小错误

幼儿在发音或语法上有错误时，不要急于纠正，

要宽容对待幼儿出现的错误。ＴＰＲ教学法中，教师

是示范者、指挥者，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学习者

通过听和模仿教师说和做的来理解语言。Ｋｒａｓｈｅｎ

和Ｔｅｒｒｅｌ的情感过滤假设中表明，幼儿在学习语言

中有自我纠正的能力，他们可以检测、评价自己的学

习过程［７］。传统的英语教学中，对幼儿出现的错误

教师会立即指明并让幼儿改正，极易导致幼儿因害

怕错误而不敢开口说英语。ＴＰＲ教学法中，要求教

师宽容对待幼儿的错误，只纠正一些较大错误，而且

要照顾幼儿的情绪，注意纠正的方式方法；对小错误

则无需指明纠正，让幼儿在一遍遍的重复操练中听

教师的示范以及周围幼儿的示范，慢慢自我检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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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纠正，消除幼儿学习英语的焦虑感，使其在不怕挫

败中学习外语。

三、幼儿英语教学中ＴＰＲ教学法与其他

教学方式的融合

幼儿处于语言关键期，在这一时期学习母语和

其他语言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更容易掌握

接近当地口音的英语［８］。ＴＰＲ教学法是幼儿园英

语教学中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若能与表演、游戏、歌

曲、讲故事相结合其效果更佳。

（一）ＴＰＲ教学法与表演方式地融合

ＴＰＲ教学中，教师通过丰富的表情、夸张形象

的肢体语言，表演幼儿所要学习的语言信息。如，在

教动物有关的歌曲“Ｂｅａｒｓａｒｅ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Ｓｅａｌｓａｒｅ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Ｂｉｒｄｓａｒｅｆｌｙｉｎｇ．Ｌ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时，教师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点，做出相适合的动作

示范，带领幼儿重复动作。教师将双手张开，放在脸

旁摇晃，代表可爱的Ｂｅａｒｓ，再将双手上下移动，做

出爬树的样子，表演出“Ｂｅａｒｓａｒｅｃｌｉｍｂｉｎｇ．”的状

态。通过教师的表演，幼儿在模仿、练习中，逐渐理

解句子的含义。在表演教学法中，通过动作与日常

生活相联系，幼儿很快就能明白句子的意思，并能根

据教师的指令做出动作。在呈现阶段，教师在用

ＴＰＲ表演法呈现语言点时，关键动作要精准到位，

清晰明了，还要时刻关注幼儿的情绪和反应。在此

方法中，教师要注意分清主次，表演法是为了方便幼

儿理解指令的意思，切忌“明星式”表演，把课堂当成

自己的表演秀，而无视幼儿的反应。

（二）ＴＰＲ教学法与游戏方式地融合

在幼儿英语教学中，游戏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幼儿天性喜欢游戏，在游戏中，幼儿比较自由轻松。

ＳｉｍｏｎＳａｙｓ是一个流传已久并深受幼儿喜爱的游

戏，适合与身体部位、动作有关的单词以及幼儿可以

触摸的实物单词联系。教师可借助手偶组织这个游

戏，手偶名为Ｓｉｍｏｎ，只有句子前面有“Ｓｉｍｏｎｓａｙｓ”

时，幼儿才能根据教师指令做动作，如，教师说“Ｓｉ

ｍｏｎｓａｙｓ，ｔｏｕｃｈｙｏｕｒｎｏｓｅ．”，幼儿马上摸自己的鼻

子；若教师只说“Ｔｏｕｃｈｙｏｕｒｎｏｓｅ．”，则幼儿要保持

原样，不做任何动作，否则视为失败，失败的幼儿要

表演节目或者回答教师的提问。这一游戏不仅可以

让幼儿练习理解指令，还可以锻炼幼儿的反应速度，

让幼儿集中注意力。此外，哑谜、猜图片的单词、

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ｉｄｇｅｉｓｆａｌｌｉｎｇｄｏｗｎ等都是幼儿比较喜欢

且在课堂上比较容易运用的小游戏。ＴＰＲ教学法

让幼儿在游戏的环境中无压力，无意识地学习、巩固

语言知识，即寓教于游戏。但是，在运用游戏法时，

要注意课堂掌控，因为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可

能在游戏中玩的太投入而造成课堂秩序混乱，这就

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课堂掌控技巧。此外，在组织

游戏教学前，教师要仔细计划好组织游戏的步骤，正

确示范游戏的玩法，让幼儿明确应该如何游戏，这样

也可以减少混乱。教师要明确游戏的最终目的是帮

助幼儿学习、理解英语，不要为了游戏而游戏。还需

要注意的是，要选择适合幼儿各个年龄阶段的游戏，

一节课中不可过多使用游戏法，而且要注意动静

结合。

（三）ＴＰＲ教学法与歌曲方式地融合

歌曲在幼儿学习英语中同样重要。当ＴＰＲ伴

随歌曲在教室中进行时，特别容易调动起幼儿的情

绪，特别是听觉学习者。幼儿可以从歌曲的歌词和

旋律中更好地理解语言。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歌曲

或者将所学语言点编成ｃｈａｎｔ的形式教给幼儿。歌

曲或ｃｈａｎｔ中特有的节奏感、韵律感，更利于幼儿记

忆，也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语感。如，教师可将歌曲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ＦｏｘＳａｙ》与ｄｏｇ、ｃａｔ、ｂｉｒｄ、ｆｉｓｈ、

ｄｕｃｋ、ｆｏｘ等动物相联系，让幼儿跟音乐模仿各种动

物的形态跳舞，模仿动物的声音，在欣赏音乐的同

时，又轻松学习了英语。

（四）ＴＰＲ教学法与讲故事方式地融合

故事对很多幼儿来讲都是很受欢迎和喜爱的。

幼儿在故事的重复性中，语言输入明显，很容易学习

到一些新的语言点［９］。幼儿喜欢重复的、熟悉的事

物，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在ＴＰＲ故事教学

中，选择适合幼儿身心发展水平的故事，以方便幼儿

模仿故事中的情节，幼儿在教师讲故事时会仔细倾

听，在听到关键词时，甚至会站起来模仿，还会观察

和指出故事中的关键插图。幼儿对故事的模仿来源

于生活，有助于幼儿语言的内化。以《Ｂｒｏｗｎｂｅａｒ，

ｂｒｏｗｎｂｅａｒ，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ｓｅｅ？》故事为例，这是一个

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贯穿故事始终的是旁白问一

只动物看见什么了？这只动物回答看到另一只什么

样的动物，接着问被看到的动物看到什么。以此类

推，句子重复性很高，在这个故事中一直在重复一句

话“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ｓｅｅ？Ｉｓｅｅａ．．．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ｍｅ．”实

质是一个句型的学习，但是如果单纯教幼儿句子，让

他们之间相互练习“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ｓｅｅ？Ｉｓｅｅａ．．．

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ｍｅ．”其实是很枯燥无聊的，ＴＰＲ教学法

中将故事引入，让幼儿猜下一个被看到的动物是什

么，幼儿的好奇心被充分的调动起来，迫切想知道下

一个动物是什么，也产生开口说语言的需要。在幼

儿回答结束后，教师请急于知道答案想要开口说英

语的幼儿一起问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ｓｅｅ？然后再揭开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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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请幼儿一起继续看故事书，听教师讲故事。故事

讲完后可以请幼儿表演，故事表演可以帮助幼儿加

深对故事的理解，让幼儿以全面的方式理解语言。

在幼儿时期学习外语ＴＰＲ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因为幼儿不会阅读和书写，所以通过表演、游戏、歌

曲、讲故事等方式教幼儿学习语言。ＴＰＲ教学法

中，没有固定课本，教室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于教

学，充满了各种有趣的活动，幼儿可以在各种有意思

的活动中听到英语，并作出第一非语言反应。因此，

ＴＰＲ被认为是幼儿学习英语非常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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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师应充分考虑幼儿学习方式、能力、性

格等差异性投放层次性材料，如美工区：同一内容投

入两种材料供幼儿选择，用水粉笔做画或用棉签或

指纹做画，幼儿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如图书区，因

同一班级幼儿语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针对不同层

次的幼儿投放不同材料：为语言表达较弱的幼儿提

供录音机、磁带、光盘、让幼儿学习仔细聆听故事，为

语言表达中等的幼儿提供图书，让幼儿自己会看图

讲故事，为语言表达较强的幼儿提供故事部分情节，

让幼儿想象并讲述、续编故事。

综上所述，教师要重视营造平等、和谐的心理环

境，构建适宜幼儿身心需要的环境，尊重幼儿个体差

异和个性化发展，重视幼儿过程体验，最大限度地激

发幼儿参与环境创设的兴趣，鼓励幼儿在环境创设

中的互动与对话，体现幼儿的主体性。教师应呵护

每位幼儿，引导幼儿在支持性游戏环境的创设过程

中体验生活走向快乐，使他们在快乐童年中获得有

益身心发展的经验。

［参考文献］

［１］　走出幼儿园环境创设的误区［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ｙｏｕｊｉａｏ．ｃｏｍ／ｅ／２００９０７０３／４ｂ８ｂｃｃ０ｅｂｃ０ｄｆ．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９

－０７－０３．

［２］　杨文．当前幼儿园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Ｊ］．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７）：６４．

［３］　吴冬梅．幼儿园室内环境的教育价值及其创设［Ｊ］．学

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１０）．

［４］　华爱华．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幼儿的发展［ＥＢ／ＯＬ］．上

海学前教育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ｅ０６．ｃｏｍ／Ａｇｅ０６．Ｗｅｂ／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６５８７Ｂ６Ｃ０－９Ｄ９９－４０５Ａ

－ＡＦ８０－６ＣＦＢ１３８３ＤＦ６４＆ＩｎｆｏＧｕｉｄ＝５７０３０Ｆ７７－

９３０９－４ＥＡ２－８６４３－１６ＣＤ０Ｃ７１５Ｆ０２．２０１１－０９－１０．

［５］　蒋晨．幼儿园支持性环境的创设［Ｊ］．学前教育研究，

２０１３（２）：７０．

［６］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一卷）［Ｍ］．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９．

［７］　许卓娅．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Ｍ］．南京：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０７．

［８］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幼教中心．宝宝成长的故事

［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９］　创设具有农村特色的幼儿园室内环境［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１２ｆ１８ｆｃ０１００９ｃｘｔ．ｈｔ

ｍｌ．２００８－０５－１１．

［责任编辑　沈正军］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