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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新课程标准）“十二五”规划教材：学前儿童语言教育》遵循《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基本精神，按照2011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要求，贯彻“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的教师教育理念，
立足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教学实际，力求全面系统反映学前儿
童语言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特点，面向整个学前期语言
教育，突出幼儿阶段语言教育，以更好地适应学校和社会的需要。
本教材建构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教学内容，每章均包括学习要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有关理论和观点
阐述、典型案例剖析、课后思考和练习，更加方便于教师和学生使用。

　　本教材可供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教育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及幼儿师范院校的教学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概述
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一、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研究对象
二、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意义
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理论
一、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
二、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理论
第三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观念
一、完整语言教育观
二、整合教育观
三、活动教育观
第二章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第一节 0～3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一、0～1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二、1～2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三、2～3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四、0～3岁儿童语言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3～6岁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一、幼儿语音发展与教育
二、幼儿词汇发展与教育
三、幼儿语法发展与教育
第三章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
一、幼儿语言教育目标制定的依据
二、幼儿语言教育目标的结构
三、幼儿语言教育的总目标
四、幼儿语言教育的年龄阶段目标
五、幼儿语言教育的活动目标
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内容
一、确定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内容的依据
二、幼儿园语言教育内容分析
第四章 学前儿童话语言教育活动的设计综述
第一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设计的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
二、交互性原则
三、渗透性原则
四、层次性原则
五、让学前儿童积极活动的原则
六、自由与规范相统一的原则
第二节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设计的步骤
一、制定活动目标
二、选择活动内容
三、拟定活动方案
第五章 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一节 学前儿童谈话活动概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一、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概念
二、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特点
三、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类型
四、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语言教育目标
五、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年龄阶段目标
第二节 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的基本结构
一、创设谈话情境，引出谈话话题
二、幼儿运用已有经验自由交谈
三、用多种形式逐步扩展幼儿的谈话内容
四、教师隐性示范新的谈话经验
第三节 学前儿童谈话活动组织与指导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创设的情境应为引出谈话话题服务
二、谈话过程中要注意提问的技巧
三、提供操作的机会，鼓励幼儿积极参与谈话
四、逐层深入推进幼儿的谈话
五、灵活采用多种形式，提高幼儿谈话水平
第六章 学前儿童讲述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七章 学前儿童文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八章 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九章 幼儿园语言教学游戏的设计与指导
第十章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评价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章节摘录

　　一是观察实物。
这种观察一般是在学前儿童的活动室内进行，观察的对象是个别实物或其模型、玩具、图片等。
其中，应以直接观察实物为主，非实物观察对象的选择，特征要明显、美观。
在观察前，教师应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或其他方式，启发幼儿观察的兴趣。
观察开始的方式，要以能引起幼儿的观察兴趣为目的。
在观察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谈话方式引导幼儿观察。
教师要善于运用问题，保持幼儿的观察兴趣。
用问题引导幼儿观察物体的主要特征，反复谈论和描述观察的对象。
　　教师要提的问题，在观察开始时，可以全部提出来，使幼儿的观察更有目的性。
如中、大班在观察冬装时，教师开始可以提出问题：“现在是什么季节呢？
大街上的人们都穿上了什么样的衣服？
你们穿的都是什么衣服？
”接下来向幼儿出示观察对象——洋娃娃玩具等，并留给他们自由观察和相互提问的时间。
需要交给幼儿的新词，则应在观察和谈论观察对象的过程中，自然地教给幼儿，教师要以自己准确的
用词起示范作用。
　　在观察近似物体时，可以采用比较法，让幼儿掌握异同点，使观察对象的特征更加突出。
在运用比较法时，小班适宜比较差别大的物体，如小轿车和大卡车比较；中班可在认识新物体或现象
时，同已认识的物体或现象进行比较.如组织幼儿认识无轨电车时，可与已认识的公交车进行比较；大
班则应选择差别较小的物体或现象进行比较，如搪瓷制品和塑料制品的比较，有时还可选择两种以上
的物体或现象进行比较，如粮食、水果、蔬菜等三类物品比较。
这种比较对提高幼儿思维水平，促进幼儿掌握说明事物不同特性的词（如比较粗糙的、比较光滑的、
比较高的、比较矮的⋯⋯），是十分有益的。
　　二是外出参观。
带领幼儿到园内外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环境中去参观。
为幼儿选择的参观地点应是幼儿能理解又不影响身体健康的地方，如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少年宫
、图书馆、邮局、小学、商店、街道及交通工具、著名建筑物等。
在农村附近，可选择粮食作物、菜地、养猪（牛）场、果园、温室等进行参观。
参观出发前，应对幼儿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告诉他们要去看什么，应该怎么看，以及参观时要遵守
的规则。
谈话要富于启发性，能引起幼儿的兴趣。
在参观过程中，教师要用问题引导幼儿观察，让幼儿明确先看什么，后看什么，要把幼儿的注意力集
中到观察的主要内容上，不要让与观察内容无关的事情分散幼儿的注意力。
在幼儿观察时，教师要善于提问，要注意培养每个幼儿大胆表达、正确表达的能力。
　　参观回来后，还应组织幼儿谈话，练习运用学到的新词。
当幼儿还不能把新词运用到口语中，或者运用得不恰当时，教师要通过示范或提示来启发幼儿运用新
词，或纠正不正确的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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