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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探究中班早期阅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的现状，本研究基于CLASS 课堂评估系统对福州市A园中班早期阅读活动

的师幼互动情况进行了观察与评定并利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中班早期阅读活动中师幼互动整体水平处于中

等，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基于此，围绕三大领域提出可行性的教育建议: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提高班级管理的水平、提供有效

的教学支持，从而切实提高中班早期阅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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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in Middle Class in Kindergar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ZHENG L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Law and Education，Anhui Open University, Hefei 230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inkindergarten mid-

dle clas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to observe and evaluate the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in middle class in A kindergarten in Fuzhou, and applies SPSS22.0 for data analysis.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of the middle class is at a medium level.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in three aspects: providing positive emotional suppor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ctivity organiza-

tion, providing effective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reading activi-

ties in 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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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阅读活动作为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幼

儿观察、阅读、理解并表达的集体活动过程[1]233，不

仅对幼儿语言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幼儿认知

发展、社会性发展、学业成就等其他方面有着重

要作用。随着幼教界对早期阅读活动的重视，早

期阅读活动在幼儿园开展的效果也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而对早期阅读开展效果的评价，更多

关注教师与幼儿在这一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师

幼互动质量是评价这一过程发展变化的关键，高

质量的师幼互动不仅能够提高幼儿早期阅读的

兴趣，而且能促进幼儿早期阅读能力的发展[2]。

而如何更客观、更全面地评估师幼互动的质量

就需要比较全面而权威的评估工具。国外关于师

幼互动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成

收稿日期：2020-08-18；修回日期：2020-10-13

基金项目：2019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9A0838）

作者简介：郑玲，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与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学前教育理论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年12月
第36卷 第12期

December 2020
Vol.36 No.12



总36卷 郑 玲：CLASS视角下幼儿园中班早期阅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现状分析

果[3]66-67。在以往师幼互动研究过程中更注重实证及

定量的研究，因此，也拥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量表。

比如，由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开

发的CLASS（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以下简称CLASS系统）课堂评估系统专门评估班级

中师幼互动的情况，其信效度已在多个国家得到验

证，并且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4]。近年来，

CLASS系统被引入国内幼儿园教育教学，多名专家

学者对该系统在本土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了探

索，其中周兢教授（2010）在“早期阅读教育资源研

究”的研究项目中就采用CLASS系统分析了在早期

阅读活动中高质量师幼互动的要素；学者李林慧

（2010）根据《我的妹妹是跟屁虫》活动介绍了CLASS

系统的使用方法以及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适宜

性[5]。因此，采用CLASS系统作为研究工具，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能够客观、全面地评估早期阅

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的质量。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福州市一所省级示范园，该园以

早期阅读作为特色活动，重点发展幼儿的早期阅

读能力。共搜集中班年龄段四位教师的15个早

期阅读活动作为研究样本，去除一个不完整的视

频样本，选取2个活动样本作为预研究，最终选取

12个活动样本用于正式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活动样本

序号

1

活动名称

快乐

师幼比

1:30

活动时间

18分31秒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末末和土土喜欢做的事

机器人

咕咚

老鼠嫁女

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

沙滩上

会飞的抱抱

植物的叶子

我要妈妈

一片叶子的旅行

小熊生病了

1:39

1:40

1:20

1:41

1:38

1:40

1:22

1:38

1:41

1:40

1:35

续表1

30分40秒

24分57秒

20分50秒

38分10秒

22分35秒

18分

39分13秒

20分

20分50秒

23分零5秒

22分58秒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

为探究自然、真实、客观状态下中班早期阅

读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情况，前期查阅相关文献，

深入了解学习CLASS系统；中期了解该园基本情

况并以非参与者的身份对A园中班早期阅读活动

进行观察并拍摄记录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情况，并

对该园教师进行非正式访谈；后期根据CLASS系

统的评分标准对视频样本中的师幼互动进行评

分，再利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

CLASS系统根据学生的年龄，分为不同的版

本，目前，被广泛应用的主要是幼儿版和学前班

至三年级版。本研究借鉴华东师范大学专业研

究团队翻译的 CLASS 系统分析——幼儿版

（CLASS Pre-K），作为研究工具。该系统包含三

大领域和十个维度，以及每个维度下包含的若干

指标，该系统采用7点维度计分法，每一维度划分

为低（1，2）、中（3，4，5）、高（6，7）不同水平展示了

班级中这一维度的程度。如表2所示。

表2 课堂评估计分系统（CLASS系统）

领域

维度

指标

情感支持（ES）

积极氛围
（PC）

1.关系
2.积极
情感

3.积极的
交流

4.尊重

消极氛围
（NC）

1.消极情感
2.惩罚性

的控制
3.讽刺/不
尊重

4.严重的
负面情绪

教师敏感
性（TS）

1.意识
2.反应
3.关注
问题

4.学生自如
地表现

关注幼儿观
点（RSP）

1.灵活性和
学生关注
点

2.支持自主
及领导

3.学生表达
4.行动的限
制

班级管理（CO）

行为管理
（BM）

1.清晰的
行为期
望

2.具有前
瞻性

3.对不良
行为的
纠正

4.学生行
为

产出性
（PD）

1.使学
习时
间最
大化

2.日常
作息

3.过渡
4.准备

教育学习安
排（ILF）

1.使学习更
容易的有
效方法

2.形式和材
料的多样
性

3.学生兴趣
4.学习目标

的澄清

教学支持（IS）

认知发展
（CD）

1.分析和
推理

2.创造性
的挖掘

3.融会贯
通

4.与现实
生活相
联系

反馈质量
（QF）

1.支架
2.反馈

回路
3.引发学

生思考
过程

4.提供
信息

5.鼓励以
及肯定

语言示范
（LM）

1.频繁的
交谈

2.开放性
的问题

3.重复和
延伸

4.自我以
及平行
式谈话

5.高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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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

（一）师幼互动在三大领域的得分分析

基于CLASS系统，依据CLASS观察单对各个

观察指标进行评分并对数据进行整理，根据该系

统的评分标准：低（1，2）、中（3，4，5）、高（6，7）三

个水平等级（下同），其在“情感支持”、“班级管

理”和“教学支持”三大领域上的总体得分的结果

略有差异，“情感支持”平均得分为4.97；“班级管

理”平均得分次之，为4.31；“教学支持”平均得分

最低，为3.64，如表3所示。
表3 师幼互动在三大领域的得分

情感支持（ES）

班级管理（CO）

教学支持（IS）

M

4.97

4.31

3.64

SD

0.361

0.369

0.393

R

4.188-5.5

3.667-4.833

2.833-4.35

（二）师幼互动在十个维度的得分分析

“消极氛围”采用反向计分法，得分越低，说

明消极行为越少出现。除“消极氛围”外，“积极

氛围”得分最高，为5.67；“行为管理”、“产出性”、

“教育学习安排”均处于中等水平；“教师敏感

性”、“关注幼儿观点”、“反馈质量”、“语言示范”

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认知发展”得分最低，为

3.54。如表4所示。

表4 师幼互动在十个维度上的得分

积极氛围（PC）

消极氛围（NC）

教师敏感性（TS）

关注幼儿观点（RSP）

行为管理（BM）

产出性（PD）

教育学习安排（ILF）

认知发展（CD）

反馈质量（QF）

语言示范（LM）

M

5.67

1.25

3.71

3.77

4.19

4.35

4.4

3.54

3.77

3.6

SD

0.389

0.213

0.498

0.538

0.386

0.432

0.419

0.45

0.37

0.418

R

5-6.25

1-1.75

2.75-4.75

2.75-4.75

3.5-5

3.75-4.75

3.5-4.75

2.5-4.25

3.2-4.4

2.8-4.4.

三、讨论

根据数据统计的结果该部分将对三大领域

的得分情况进行整体分析。

（一）师幼互动在“情感支持（ES）”领域的平

均得分最高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情感支持”领域的平均

得分最高，但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其中“积极氛

围”得分最高，“教师敏感性”得分最低。

1. 积极氛围

通过数据分析，该维度的平均得分最高，其

具体观察指标的得分也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A园中班早期阅读活动中有较好的情感氛围。

再结合现场观察及对视频的反复观看发现，在活

动中教师与幼儿能够保持微笑，相互尊重，频繁

使用“谢谢”、“不客气”等话语，教师也能认真倾

听幼儿的表达，蹲下来与幼儿交流，师幼关系整

体呈现积极、良好的状态。

2. 教师敏感性

该维度的平均得分较低，处于中等偏低水

平，主要表现在教师不能及时关注幼儿的问题并

予以回应，从而导致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

高。通过观察和非正式访谈发现，教师敏感性

低，一方面与教师的反思能力有关，经了解得知，

A园整体教师的教学反思质量不高，在与T1教师

聊天时，她就说到：“每天要写各种计划和做环

创，还要写教学反思，没有时间写，也没有心思

写，太多杂事了，有时为了检查就随便写写。”T3

教师也说道：“我们班的另一个老师怀孕了，班级

里的一些事情我就做的多些，这没办法，也要体

谅怀孕的不易，可是像教学反思这个真没心思认

真去思考，班级琐事太多了。”从两位教师的谈话

中可以看出，班级琐事及幼儿园各项事务较多是

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主要障碍。但教师

不能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就很难发现自己的

不足及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与班级师

幼比例有较大关系，因为研究表明，如果班级人

数较多，教师很难顾及到所有，不能让所有幼儿

参与到活动中，从而会限制部分幼儿参与活动的

机会（王一雯，2017）[6]。正如T1教师说：“班级孩

子太多，有时候你一言我一语，没办法一一对他

们进行回应，在一个活动中也不可能去请每一个

小朋友去说。”从中可以看出，班级师幼比例大影

响教师对于幼儿学业或情感上的支持。

3. 关注学生的观点

该维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现在教师主导

意识较强，即使教师经常会鼓励幼儿说：“没关

系，你说说看；猜一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当

幼儿的表达与教师预期不一致时，教师会转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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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幼儿，直到有人回答正确。主导色彩浓厚，

不能灵活地追随幼儿的观点，影响了师幼互动的

效果。如在《植物的叶子》活动中，在观察绘本封

面时，一个幼儿注意到图片左边红色的东西便指

着问：“这个是什么？”教师说:“我请你找的是叶

子，不是这个东西，”幼儿一脸疑惑的表情回到座

位上。对于幼儿的提问教师非但没有回答，而是

用责怪的语气打击幼儿。由此可以看出，当幼儿

的答案与教师预先设计的不一致时，教师会忽

视，而这与长期受“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的影

响有关，没有内化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二）师幼互动在“班级管理”领域的平均得

分处于中等水平

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班级管理”领域的

平均得分为4.31，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教育学习

安排”平均得分最高；“产出性”平均得分次之；

“行为管理”平均得分最低，但均处于中等水平。

1. 行为管理

在现场观察中教师有时不能预测到活动中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行为而导致问题扩大。如在

《我要妈妈》活动中，其他幼儿在自主阅读时，教

师与一个幼儿在前面交流阅读内容，教师没有想

到其他幼儿会围上来，导致班级混乱，事后了解

到，由于之前该班的一个老师因怀孕休假，该教

师是刚刚接这个班级，也是第一次在该班开展活

动，因为对该班幼儿缺少了解，没有把握幼儿上

课的特点，从而导致问题行为的出现。当幼儿出

现小声说话、发呆等行为时，教师能够通过关注

积极行为纠正幼儿的错误行为，比如教师会说：

“她的眼睛最亮”、“他坐的最直”、“他的眼里有

我”等纠正幼儿的一些不当行为。但教师经常提

醒幼儿保持安静，眼睛看老师，无形之中也影响

了活动的安排和效率。

2. 产出性

该维度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早期阅读

活动的效率一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结合现场

观察发现，教师有时会被一些无关事件打断，如，

“接电话”或者“有人来找”而暂停活动，导致幼儿

参与活动的学习时间降低。在观察中还发现，有

时教师在发小书的时候会按照幼儿的号码（幼儿

在班级的号数）一个接着一个的分发，有些号数

靠前的幼儿可以先拿到小书翻看，而号数靠后的

幼儿处于等待中或出现与学习活动无关的行

为。基本上教师都能为活动的开展提前做好准

备，但偶尔会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比如《会飞

的抱抱》这个活动，教师没有提前做足准备，并且

对这个绘本内容不够熟悉，教师要边看教案边进

行活动，使活动环节进行不顺畅，影响活动的效

率。

3. 教育学习安排

通过对活动的观察，教师基本上都有清晰的

活动目标，并能根据活动目标设计活动。但活动

的形式比较单一，活动方式主要以教师提问为

主，幼儿被动接受，呈现不平衡的师幼互动过

程。另外，在活动中，教师准备的材料比较单一，

主要以绘本大书为主，对幼儿吸引力不足，难以

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通过了解得知该园

的早期阅读材料是由幼儿园统一订购，教师按照

订购的阅读材料组织早期阅读活动，不能灵活的

根据幼儿的兴趣安排活动。有研究指出，多样化

的阅读材料对于提高幼儿的阅读发展有重要作

用[7]。因为阅读材料的多样化能够满足幼儿的需

求，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从而积极的参与活动。

早期阅读活动是A园的特色活动，每学期都

会开展早期阅读的园内观摩活动，随后由教研主

任针对开展的早期阅读活动开展教研，讨论存在

的不足及取得的成绩。经过这样的教研活动，教

师们都形成了固定的教学模式，都能按照活动实

施的过程进行，并且本研究中的四位教师都有一

定的教学经验，在班级管理水平上都能达到中等

水平。

（三）师幼互动在“教学支持”领域的平均得

分最低

通过对三大领域的数据分析发现，“教学支

持”领域的平均得分最低，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这与美国Pianta等人的一项调查六大洲40所幼

儿园中师幼互动的结果较为一致，其中“认知发

展”的平均得分最低；“语言示范”次之；“反馈质

量”平均得分最高。

1. 认知发展

在所观察的早期阅读活动中教师过多注重

知识的传输，关注绘本本身的内容，给幼儿提供

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较少，如案例《植物的叶子》

中，教师问：“树叶像什么？”幼儿说：“像水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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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接着说：“刚刚我们书里是怎么说它的？”幼儿

回答：“心形的叶子。”教师又说：“请其他小朋友

来告诉他一下，书里说它像什么？”其他幼儿说：

“心形”。通过这样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教师遵循

绘本内容，幼儿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较少；其次，

发现教师尽管偶尔将活动的内容与幼儿的现实

生活联系起来，如，“你生病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但频次不多。在观察中

发现，教师对于“为什么”的提问较少，缺少对幼

儿思维过程的了解。而这与教师的早期阅读知

识有很大的关系，在与教师的非正式访谈中了解

到，教师因为忙于各种事务很少有时间充实早期

阅读知识，按照园里安排的阅读材料开展活动，

补充的内容很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经验

的拓展。

2. 反馈质量

教师经常会使用一些鼓励性的语言鼓励幼

儿，比如：“你说的很好”、“你真棒”等，增加幼儿

参与活动的信心。但教师仅对回答符合预期答

案的幼儿进行鼓励，当回答不符合教师期望时，

教师会直接忽视。另外，在观察中发现，教师的

反馈较为机械，如“对的”、“好”重复幼儿的回答

等反馈，师幼之间的来回反馈较少，未能引发幼

儿深入思考，促进幼儿的深入学习。从数据统计

分析也可以看出，该维度平均得分属于中等偏低

水平，这与教师早期阅读知识不足有关。因为当

教师自身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对幼儿起到引

导、启发思考的作用，进而直接影响早期阅读活

动中师幼互动的质量。

3. 语言示范

教师与幼儿有频繁的交流互动，但交流不持

续，停留在一问一答上，没有扩展交流的主题，并

且在“重复和拓展”上，重复幼儿的回答较多，延

伸较少，这也是平均得分趋于中等偏低水平的原

因。在“开放式问题”上，教师提出的开放型问题

较少，主要以封闭型问题为主，如“有没有”、“对

不对”、“是什么”等问题，幼儿只需做出简单回答

即可。在“自我对话及平行对话”上，很少看到教

师描述自己的行为或幼儿的行为，仅偶尔出现教

师描述自己在做的事情，如“我现在是大熊，我变

成了大熊，然后你们对我说什么？”在观察中发

现，教师有时使用动词、形容词、名词等词汇，但

很少对一些术语进行解释。教师说：“有些词解

释起来太麻烦，小孩听不懂，不如不解释了，”这

也导致了“语言示范”的水平不高。

（四）师幼互动在三大领域的平均得分都比

较集中

根据数据分析，“情感支持”、“班级管理”、

“教学支持”领域的标准差分别为0.361、0.369、

0.393。从数据来看，三大领域的标准差都较小，

得分都较为集中。首先，本研究选取的是中班年

龄段，没有存在年龄的差异，这可能是三大领域

得分都相对集中的主要原因；其次，本研究主要

选取四位教师的12个早期阅读活动作为研究对

象，四位教师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其中T1、T2和

T4均有十年以上的教龄，教学水平相当；最后，本

研究是以A园为个案进行研究，调查范围小，并且

同一幼儿园活动的实施过程较为相似，三大领域

的得分差异较小，也比较集中。

四、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围绕“情感支持”、“班级管

理”、“教学支持”三大领域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

1. 善于观察，乐于倾听

《纲要》中指出：“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

物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教育

的时机，提供适当的引导”[8]。而这需要教师具

备教育的敏感性，抓住教育契机，为幼儿发展需

要提供支持。首先，教师要善于观察[9]，观察是

了解的前提，对于幼儿教师来说，观察是一项重

要的技能。通过观察，有利于了解每个幼儿的

发展水平和性格特点，以便了解每个幼儿的发

展差异，在活动中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支持。同

时，通过观察有利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以

此来组织活动更能吸引幼儿注意力；其次，善于

倾听，在倾听中了解幼儿的需要，并及时的做出

回应。在观察中发现、认真倾听幼儿问题的老

师，能够对幼儿的问题及时意识到并做出回应，

具有较强的教育敏感性，在活动中也能与幼儿

实现高质量的互动。

2.发挥幼儿的自主性，突出幼儿的主体地位

卢梭被视为“发现儿童的第一人”，他呼吁

儿童有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强调要尊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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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兴趣和需要。但在所观察的早期阅读活动

中，教师常常表现出来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

知识和技能融入活动中，呈现以教师为中心的

色彩，忽视幼儿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

明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还停留在口号上，没有

内化到教育实践中。新的课程改革提出教师是

活动的支持者、引导者和合作者，坚持以幼儿为

本，活动的内容要为幼儿的发展需要服务。因

此，教师在设计活动时，首先要考虑幼儿的需

要，为幼儿的发展需要提供支持，以幼儿为本；

其次，要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在一日生活中观察

幼儿，留意幼儿的兴趣点；最后，教师要多征求

幼儿的意见，遵循幼儿的想法，充分发挥幼儿的

自主性，做好引导工作，避免活动内容完全偏离

活动目标。

（二）提高班级管理的水平

1.从幼儿语言学习的特点出发，采用多样的

组织活动形式

《指南》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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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因此，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语言学习特点，

采取多样的方式组织早期阅读活动。首先，教师

可以采用游戏化的方式组织早期阅读活动，通过

游戏化的方式可以让幼儿更好地理解阅读的内

容，如T2教师在开展《老鼠嫁女》活动时，通过角

色扮演呈现故事中的人物，调动了全体幼儿的积

极性，也让幼儿更加了解了故事中传统婚嫁的习

俗，加深了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其次，教师应给幼

儿提供不同形式的表达机会。语言的学习需要

宽松的语言环境，给幼儿创造表达的机会，鼓励

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在师幼共读一本

图书后，为幼儿提供纸和笔，让幼儿涂涂画画，通

过图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亦或是让幼儿对

阅读内容表达自己的看法或疑问，与幼儿一起探

索，实现学习机会的最大化。

2.从幼儿阅读的需要出发，选择高质量的早

期阅读材料

当前，我国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的关键问题

是选择高质量且适合幼儿阅读需要的内容。根

据幼儿发展的特点，在学前阶段，图画书是适合

幼儿早期阅读的材料。图画书包括故事图画书、

儿童诗歌图画书、儿童散文图画书和儿童科学知

识图画书。不同种类的图画书具有独特的教育

价值，应该为幼儿提供多样的图画书类型。当前

图画书众多，质量参差不齐，令人眼花缭乱，为幼

儿选择高质量的图画书开展阅读活动，其方法：

第一，教师应先阅读，从众多的图画书中选择适

合幼儿阅读需要的内容；第二，教师应先理解，选

择一本图画书后，教师应了解该书的整体构思及

所表达的内涵，从而为开展活动寻找切入点。

（三）提供有效的教学支持

1.采用头脑风暴法，发挥幼儿创造力

《指南》中指出要在阅读的过程中促进幼儿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思维发展最

快的时期，思维比较活跃，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

造力，促进思维的发展。在早期阅读活动中，教

师可以采用头脑风暴法促进幼儿思考，为幼儿提

供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让幼儿形成自己的想法。

比如，在《小熊生病了》活动中，教师可以问：“如

果你身边的人生病了，你会怎么做？”或者又问：

“我们怎样能防止生病呢？”通过这样的问题给幼

儿提供思考的机会，发挥幼儿的创造力。同时，

也可以鼓励幼儿扮演生病的小熊和照顾小熊的

小兔，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故事内容，有利

于促进幼儿对内容的理解，并且在游戏扮演的过

程中发挥幼儿的创造力。

2.与幼儿已有经验相联系，促进幼儿对阅读

内容的理解

《指南》中“阅读与书写”部分提出要引导幼

儿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理解阅读的内容，有利于

促进幼儿对阅读内容的理解。教师将阅读的内

容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也有利于幼儿

理解较为抽象的内容并且将阅读的内容运用到

生活中，使早期阅读的学习更有意义。比如，在

《小熊生病了》的活动中，教师将阅读的内容与幼

儿生病的经验相联系，使幼儿更容易理解阅读的

内容，并且告诉幼儿生病时注意的事项，使活动

更有意义。教师还可以在活动中，让幼儿讨论自

己在生活中看到、见到的事情，拓展幼儿的思维，

促进幼儿对阅读内容的理解。

3.提高反馈的持续性，增加幼儿学习的机会

有研究指出，采用“引发—回应—反馈”的话

语序列与幼儿互动，可以在互动中形成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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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经验提升[11]。因此，教师要学会提问，并对

幼儿的回答进行反馈，增加互动的机会；其次，教

师要对幼儿的回答进一步追问，进行来回反馈，

提高反馈的持续性，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答案的

正确与否；最后，教师要让其他幼儿参与反馈的

过程，这样既可以增加幼儿参与活动的机会，也

可以在这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思考，提高幼儿对

阅读内容的深入理解。

4.增加语言的多样性，发挥语言的示范作用

教师语言的示范作用对幼儿发展有重要影

响并体现在一日活动中，教师要注重自身语言的

使用，发挥教师语言对幼儿语言发展的示范作

用。首先，教师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以及通过语

言描述自己及幼儿的行为，对幼儿进行语言示

范，促进幼儿语言的表达；其次，教师可以使用多

样化的语言，如，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介词

以及其它形式的语言，丰富词汇种类，增加新词

汇的使用频率，丰富幼儿词汇量；最后，教师可以

引导幼儿用学过的词汇对概念进行解释，加深幼

儿的理解，有助于促进幼儿语言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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