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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教师语言运用能力作为幼儿教师的基本素养，直接关系到学前教育的质量和幼儿的发展。以S省M市和C直辖市

的10所乡村幼儿园为调查对象，结合描述统计与视频案例分析方法，以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的组织语、讲授语、提问语、反馈

语为具体研究内容，对乡村幼儿教师的语言运用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语言运用呈现高

频率性与导向性、目的性与约束性、情境性与差异性等特点，但同时还存在控制性与约束性偏强、艺术性与灵活性欠缺、规范性

与条理性较弱、针对性与适切性不足等问题。提升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能力，亟需创设教师用语“对话式”的文化空间，重塑

教师用语“形象易懂”的支持体系，提高教师用语“规范条理”的表述能力，增强教师用语“指向性”的潜能引导，以此提高乡村幼

儿教师语言运用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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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qua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language practice abi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is paper analyzed teacher’s language ability by taking survey objects of 10 ru-

ral kindergartens in M city of S province and C municipality, combining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video case analysis methods, and

taking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 of teachers’organizational language, lecture language, questioning language, and feedback language in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nguage practice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in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pres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frequency and orientation, purpose and restraint, situational scene and differentiation, etc.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following problems like strong control and restraint, lack of artistry and flexibility, weak normative and less organized, and

lack of pertinence and appropriateness.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it is urgent to create a“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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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pace for teachers’language, to reshape the support system of teachers’language in visualized to understand, to improve expres-

sive ability of normative statements of teachers’language , and to enhance the“directive property”of potential guidance of teachers’lan-

guage, so as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practice level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Key word: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language practice ability；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video case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幼儿教师的语言运用能力意指幼儿教师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以语言为载体实现教育目标、

向幼儿传递信息并促进幼儿发展的一种综合能

力。包括组织语、提问语、讲授语、反馈语，其中组

织语是指教师为了集体教学活动有序开展而采用

的一种语言组织形式；提问语是指教师对幼儿进行

提问时所使用的语言组织形式；讲授语是指教师为

了达到教学目标，对幼儿进行教学内容讲解时所使

用的语言组织形式；反馈语指教师对幼儿在集体教

学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分析或者对幼儿的某些

行为做出回应时所使用的语言组织形式。

幼儿教师帮助儿童建立关于周围环境的概

念性知识，鼓励儿童提高表达能力，为语言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基础［1］。在前期的基础研究中，研

究者证实了在幼儿时期，教师语言运用能力对儿

童读写能力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257-287。教师语言

能为幼儿提供丰富的认知加工素材，丰富经验范

畴，帮助幼儿在扩展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事物认

识的概念化和抽象化［3］。集体教学活动的时间效

益高于其他类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在最短的

时间内以最经济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幼儿［4］。更

为重要的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发展离不开

教师的指导，教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能够更

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5］。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能

充分挖掘和发展幼儿的语言意识及语言能力，有

效促进幼儿拓展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时，能够让

幼儿有充足的语言组织及表达的机会［6］。因此，

必须格外重视幼儿教师本身语言能力的建构问

题［7］。早期研究者罗润生探讨了教学活动中的教

师语言运用类型，将教师的语言分为发指令、提

供信息、提问、表扬、批评、示范、传达性语言七种

类型；其中幼儿教师语言出现频次由高到低为：

提问型语言、指令型语言、表扬型语言以及批评

型语言［8］。程晓樵认为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用

语主要包括了提问、答复、要求、评价和其他五种

类型［9］。张芳芳通过对教师言语行为的观察研

究，指出教师言语主要包括了组织性语言、讲述

性语言、提问性语言以及反馈性语言［5］。

已有研究成果对提升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

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文献梳理发现，学者针对

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能力的研究较少，主要

局限于语言教育活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存

在较大的空间。藉此，本研究以S省M市和C直

辖市的10所乡村幼儿园为调查对象，结合描述

统计与视频案例分析方法，探讨乡村幼儿教师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组织语、讲授语、提问语及反

馈语等语言运用能力，以期提高乡村幼儿教师

语言运用能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S省M市和C直辖市的

10所乡村幼儿园为调查对象，每所幼儿园随机抽

取小、中、大班各1个，随机抽取小、中、大班幼儿

教师各10名。见表1.

表1 被调查乡村幼儿教师教龄人数分布

教龄（年）

3年以下

3-5年

6-10年

10年以上

人数（人）

11

7

8

4

占比（%）

36.7

23.3

26.7

13.3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集体教学活动教师语言类型统

计表》［5］中关于教师的语言类型统计，对集体教学

活动中教师的组织语、提问语、讲授语、反馈语等

语言运用能力进行探究，组织语包括维持秩序、

引导、指令、处理意外事件；提问语包括提问、追

问、重复提问；讲授语包括描述、讲解、领读、提

示；反馈语指包括评价（肯定与否定）、重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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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回应。见表2。

研究者与被调查对象进行充分沟通后，采

用视频记录的方法进行采集，收集10所幼儿园

小、中、大班集体教学活动的30个视频。考虑

幼儿年龄的阶段性特点，每个视频时长约5-20

分钟不等。因幼儿园所采用的园本课程类型

与重点不同，故没有限制所选取幼儿园集体教

学活动具体内容。研究者在观看视频时，先从

头到尾观看视频，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多人、重

复、慢速、暂停地观看，截取有价值的视频片

段，最终转录为文本，并提取、编码、分析幼儿

教师语言运用的基本现状。

表2 教师语言运用类型表

语言
类型

具体
内容

组织语

维持
秩序

引导

指令

处理意
外事件

提问语

提问

追问

重复提问

讲授语

描述

讲解

领读

提示

反馈语

评价
（肯定与否定）

重复答案

纠错

回应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幼儿教师语言整

体描述分析

表3 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语言类型

年
龄
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教师语言类型
组织
语
51
21
19
91

提问
语
39
148
130
317

讲授
语
110
85
51
246

反馈
语
29
41
59
129

总
计
229
295
259
783

占比
（%）
29.2
37.7
33.1
100

由表3可知，一共收集到乡村幼儿教师783

个语言内容：组织语出现 91 次，小班 51 次，中

班21次，大班19次，占总数11.6%；提问语出现

317次，小班39次，中班148次，大班130次，占

总数 40.5%；其次讲授语出现 246 次，小班 110

次，中班 85 次，大班 51 次，占总数 31.4%；反馈

语出现 129 次，小班 29 次，中班 41 次，大班 59

次，占总数16.5%。从整体来看，小班幼儿教师

运用讲授语最多；中、大班幼儿教师运用提问

语最多。

（二）乡村幼儿教师不同类型语言运用的描

述统计分析

表4 教师组织语分类统计

年
龄
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组织语
维持
秩序
12
6
3
21

指
导
17
7
4
28

指
令
19
6
10
35

处理意
外事件

3
2
2
7

总
计
51
21
19
91

占比
（%）
56
23.1
20.9
100

由表4可知，在集体教学活动的视频分析中，

教师组织语共出现91次，其中维持秩序21次，指

导28次，指令35次，处理意外事件7次。小班幼

儿教师组织语出现51次，占比56%；中班幼儿教

师组织语出现21次，占比23.1%；大班幼儿教师组

织语出现19次，占比20.9%。这表明在所调查的

幼儿园中，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教师的组织语

出现频率呈递减趋势。

表5 教师提问语分类统计

年龄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提问语

提问

10

74

52

126

追问

5

50

41

91

重复提问

24

44

37

100

总计

39

148

130

317

占比（%）

12.3

46.7

41

100

从表5中数据可以发现，小班幼儿教师提问

语出现39次，占比12.3%；中班幼儿教师提问语出

现148次，占比46.7%；大班幼儿教师提问语出现

130次，占比41%。这表明在所调查的幼儿园中，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教师的提问语出现频率总

体呈增长趋势，在中班时，提问语出现次数最高。

表6 教师讲授语分类统计

年龄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讲授语

描述

16

12

10

38

讲解

45

27

26

98

领读

20

30

2

52

提示

29

16

13

58

总计

110

85

51

246

占比（%）

44.7

34.6

20.7

100

从表6中数据可以发现，小班幼儿教师讲授

语出现110次，占比44.7%；中班幼儿教师讲授语

出现85次，占比34.6%；大班幼儿教师讲授语出现

51次，占比20.7%。这表明在所调查的幼儿园中，

从小班到大班，教师的讲授语出现频率总体呈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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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趋势。

表7 教师反馈语分类统计

年龄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反馈语

评价

7

15

23

47

重复答案

9

16

20

48

纠错

5

7

12

24

回应

3

3

4

10

总计

29

41

59

129

占比（%）

22.5

31.8

45.7

100

从表7中数据可以发现，小班幼儿教师反馈

语出现29次，占比22.5%；中班幼儿教师反馈语出

现41次，占比31.8%；大班幼儿教师反馈语出现

59次，占比45.7%。这表明在所调查的幼儿园中，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评价、重复答案、纠错、回

应类反馈语出现的频率总体呈递增趋势。

（三）乡村幼儿教师不同类型语言运用的案

例分析

1.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幼儿教师组织语分析

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与幼儿进行交

谈时，运用语言去维持秩序、引导、指令、处理意

外事件等，对幼儿活动的开展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1：C市Z幼儿园中班户外体育活动

背景：幼儿在攀登架前排队，开始尝试攀登。

某幼儿：“怎么玩啊，我不想去，不想玩，我要

回去，哇哇哇哇哇（哭泣）……”

教师：“不想玩就给我站一边去，别耽误大家

的时间，快站旁边去。”

案例1中某幼儿因为不明白游戏规则，表达

了不想玩的想法，教师没有对活动规则进行解

释，而是直接打断了幼儿活动的进程。教师可以

向幼儿说明具体游戏规则，帮助幼儿进行完整的

语言表达，表述自己的真实需求，即在组织语中，

幼儿教师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通过

分析发现，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对幼儿进

行引导会影响活动开展。例如，在集体教学活动

中，幼儿提出问题但教师采取了忽视或逃避性反

馈，幼儿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2.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讲授语分析

在乡村幼儿教师组织的集体教学活动中，部

分教师采用的讲授语内容出现了用词抽象、逻辑

思维混乱的现象，幼儿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同时，

教师采用的讲授语内容较为固定与枯燥，幼儿缺

乏学习兴趣与动力。

案例2：M市S幼儿园中班《神奇的气泡》

背景：Z 教师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操作着仪

器，介绍着科学小实验的流程。

Z教师：“我们拿着一个瓶子，你会发现里面什

么都没有，我们将瓶子倒扣在水池中，不不，先把

杯子搽干净，倒扣进入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要超过

2/3，你就会发现瓶子里有气泡。另一个实验是将

两三块冰放入杯子中，把汽水浇到冰块上，就会产

生气泡。”

某幼儿：“老师我看不见。”

在案例2中，Z老师对科学实验的过程不清

晰，在讲授时，出现了较为混乱的讲述顺序；中班

幼儿年龄偏小，有意注意时间短、瞬时记忆不发

达。因此，他们对较长或复杂抽象的语句理解较

困难，故讲授用语可用短小句式、语调抑扬顿挫，

并富有节奏感，采用符合幼儿心理发展水平的语

言。教师应积极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充分

发挥幽默语言的作用，有意识地准备一些与活动

内容有关的现实素材，与幼儿已有生活经验相衔

接，为幼儿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3.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幼儿教师提问语分析

通过视频分析发现，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

幼儿教师提问语的范围较大，提出的问题较为笼

统，没有为幼儿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与范围，语

言不具有聚焦性。

案例3：M市C幼儿园小班《梅花朵朵开》

背景：G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下一朵梅花

（由一个圆和五个半圆组成），转过身看着小朋

友，用食指指着黑板上梅花所在区域提问：

G教师：“小朋友看看，老师指的这个地方是

什么呢？”

某幼儿：“黑板”，

G教师：“我说的是这个，不是小朋友说的那

个，那么老师指的这个是什么呢？再认真看清

楚，老师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某幼儿：“黑板”。

在案例 3 中，G 老师提问语中出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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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那个”这类词语，指向性弱，较为笼统，幼

儿思维是凭借对事物的具体形象的联想来进

行的，对小班幼儿来说，理解“这个”“那个”这

类抽象指代比较困难。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

师的提问语应具有明确提问的范围，在进行提

问时，有针对性和条理性，通过提问与幼儿交

谈，及时了解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的状态，

从而促进幼儿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同时，提问

语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生成问题，便于幼儿

理解。根据幼儿的回答方式设置问题，以便于

幼儿和教师进行积极的互动。

4.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幼儿教师反馈语分析

通过视频分析发现，“你真棒”“你好厉害”、

“你好乖”等反馈语是乡村幼儿教师常用的正向

评价语，在初期幼儿会对这类评价有所反应，但

是，“你真棒”这类评价语实际上没有描述出幼儿

教师对于幼儿的哪些行为进行肯定，较为随意。

案例4：C市D幼儿园大班《我是小小警察》

T教师：“我要看看小朋友们谁做得好，嗯，小

A做的很好，很棒，小B也很棒，小C也不错。大

家都很棒，让我们一起来表扬一下自己吧！金咕

噜棒，银咕噜棒，我们班的小朋友他最棒！”

幼儿全体：“金咕噜棒，银咕噜棒，我们班的

小朋友他最棒！”

案例4中，T老师的反馈语较为笼统模糊，没

有具体说明幼儿行为的具体内容，缺乏针对性与

有效性。教师的反馈语要聚焦幼儿具体的行为，

给予幼儿有效、及时的评价，从赞扬结果转换为

赞扬过程。研究表明，教师评价语是发展幼儿成

长型思维最便捷、有效的途径。聚焦过程、基于

反馈的教师评价语能够正向促进幼儿成长型思

维的发展，对幼儿的学习动机、态度习惯、个性潜

能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10］。通过赞扬过程，让幼

儿认识到自己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并且幼儿知

道自己很可能还可以复制成功。

（四）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的特点

综上分析，乡村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

语言运用能力呈现以下特点：

1.乡村幼儿教师语言具有高频率性和导向性

在视频分析中发现，处于集体教学活动中

时，教师表达语言的频率高于幼儿语言的频率，

表明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处于主导地位

的。以思维发展为例，幼儿处于具象思维阶段，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语言通过视觉、听觉和触

觉之间的联系，能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语言与事

物之间的关系。

2.乡村幼儿教师语言具有目的性和约束性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围绕预设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展开，在视频分析中发现，教师为

了保证集体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与进行，使用

了较多的口令来维持集体教学活动的常规与

秩序，例如，“小手请放好”“小眼睛看老师”“小

嘴巴闭闭好”等类似的口令，可以看出在集体

教学活动中幼儿是处于教师的语言提醒与约

束下的。

3.乡村幼儿教师语言具有情境性和差异性

对集体教学活动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教

师的语言运用具有情景性和个体差异性，每个

教师根据不同班级组织集体教学活动时，在不

同情境下教师语言运用能力是不同的；同时，

不同教龄的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具有个体

差异性，体现在教龄越长，其语言运用能力越

灵活。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乡村幼儿教师语言的控制性和约束性偏强

教师语言具有较强的控制性和约束性，体

现在“指令”的常态化存在与频繁出现。由于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完成预设的教育

目标，为了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教师在集体

教学活动中通过各种指令来维持秩序，如“1、

2、3请坐好，我就坐好”“小手放在膝盖上”等。

在所观察集体教学活动视频中，“指令”语言在

每个年龄段都有所体现，由表4可以验证这个

问题的存在。

2.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的艺术性与灵活性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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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乡村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上用语

较为枯燥无味，不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趣味性

较弱。例如，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部分教师照着

故事书上念、读，没有根据故事情节创编表演动

作来帮助幼儿理解，节奏不鲜明，没能体现出故

事的情节，导致幼儿缺乏兴趣。例如，在语言集

体活动“蛤蟆大姐穿新衣”中，教师在描述蛤蟆的

时候，描述语言为：“身上长满了包！有毒！摸一

下手就烂了”，让幼儿对蛤蟆产生了畏惧。同时，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有预设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

容，教师语言运用会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展开。

通过视频分析发现，教师语言运用易受到预设教

育目标与内容的限制，当出现突发情况，语言运

用生硬，灵活性较弱，缺少教学机智。

3.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的规范性与条理性

较弱

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过程中均使用普

通话授课，并且都使用了相应的提问语、评价

语。因所抽取的园为乡村幼儿园，教师语言运用

的规范性较弱，体现在普通话较差，带有地方口

音，在发音与用词准确性方面较弱，易出现“川

普”现象。首先，是发音方面，如平翘舌问题，如

“早上好”表达为“zao sang hao”；“h、f”不分，如“花

朵”表达为“fa duo”；“变音”，如“老师”说成“老

希”；其次，是用词的准确性方面，如“一张桌子”

说成“一个桌子”，“缺点”等同于“害怕”等；最后，

是用语方言化，如“吃饼干”说成“切粑粑”，“小朋

友”说成“细娃儿”等。幼儿教师在开展集体教学

活动前，应进行充分的准备，整理出讲授的逻辑

顺序。但有部分教师认为教学语言不用事先准

备，可以临场发挥。在观察中发现，一部分教师

因紧张而语言表达语无伦次、晦涩难懂，导致集

体语言运用缺乏条理性。例如，教师与幼儿进行

手工制作时，出现这样的语言：“把这个边往左边

折，不对不对，那个边往上面折，这头的边也要像

这样折”。对于这样不具条理性的教师语言，大

部分幼儿无法正确理解意思。

4.乡村幼儿教师语言运用的针对性与适切性

不足

集体教学活动中经常出现的“你真棒”“好厉

害”等指导用语针对性与适切性不足，同时，无法

适用于所有幼儿，幼儿无法根据教师的语言来判

断自己的哪些行为是老师肯定的，“好棒”体现在

哪里？幼儿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疑惑。得

到的赞扬越多，幼儿越会对评价感到焦虑，这类

赞扬属于外在动机且以结果为导向，持续的时间

过长后，幼儿会形成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外在动

机来驱动，弱化内在动机，让幼儿的兴趣和热情

骤降，并且评价方式老套单调，显得枯燥无味；同

时，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乡村幼儿教师没能及时对

幼儿的行为（语言或动作）做出回应，未达到启发

幼儿的效果。

（二）研究建议

1.创设教师用语“对话式”的文化空间

有学者研究了学前课堂语言环境的几个维

度，包括教师互动谈话、教师谈话的语言特征以

及CLASS衡量的全球课堂质量，发现只有互动谈

话与儿童词汇量的增长呈显著相关［11］。在支持

性互动谈话的背景下，幼儿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尝

试新的句子结构，使用较为复杂的单词。互动谈

话包括两种方式：建模策略与启发策略。建模策

略以儿童为主导的语言交流方式帮助教师了解

儿童的现有水平，并通过真实参与儿童感兴趣的

话题讨论，为儿童的发展开辟空间；在启发策略

中涉及教师语言的表达方式，都采用开放式问

题，激发幼儿的多样表达［12］。给予幼儿“对话式”

的文化空间，让幼儿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

点，由教师单项输出转变为师幼双向互动，让教

师语言转变为开启幼儿进一步学习的精神钥匙。

2.重塑教师用语“形象易懂”的支持体系

3-6岁的幼儿，思维发展以直观行动思维、具

体形象思维为主，抽象逻辑思维逐步发展，故幼

儿教师的集体教学活动用语需要具象化、情景

化。根据集体教学活动内容，运用生动形象的语

言来阐述，避免空洞乏味，呆板冗长。若教师忽

视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易使幼儿感到枯燥无趣，

陷入消极等待中。因此，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

教师可以利用多种文学形式，例如，故事、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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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形象、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述，注意声调

的转折起伏，丰富的肢体语言、诙谐幽默的语言，

让幼儿借助鲜明具体的事物去感知与了解，在生

动有趣的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能够更加积极认

真参与到活动中来。

3.提高教师用语“规范条理”的表述能力

“爱模仿”是幼儿发展的显著特点，在小班幼

儿中表现尤为突出。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也

是通过模仿教师而习得更多的语言，准确规范、

有条理的集体教学活动用语，是开展活动的基本

前提。乡村幼儿教师的集体教学活动用语的规

范性尤为重要，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幼儿有重要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幼儿语言的发展水

平。语言的运用需要语言环境与氛围，教师需要

加强普通话的练习，使用标准规范的普通话，在

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满足幼儿发展的需求，做

到发音清楚、吐字准确，为幼儿语言的发展树立

典范。同时，语言表述简单、清晰，结合幼儿发展

特点，运用直观形象的词汇，引导幼儿明白语言

的含义。

4. 增强教师用语“指向性”的潜能引导

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教师在集体教

学活动中用语的特殊性［13］。在前观察中发现

的“你好棒”、“你真厉害”等用语笼统、模糊，指

向性不足，无法适用于所有幼儿的情况，可能

引发幼儿的困惑。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用

语应具有针对性和适切性，给予幼儿更为明确

的引导。幼儿教师可以用其他词语来代替，

“你好棒”等用语是对幼儿的某一语言、动作或

者成果进行肯定，教师可以将幼儿的具体行为

或成果进行描述，例如，“刚刚我看见你搭建了

一个很高的房子，你能告诉我是怎么搭建的

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明确地向幼儿表

达老师对其具体行为的肯定，也能通过交流提

升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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