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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美国的孔子”之称的爱默生说：“人只有他自己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他的表达。
”这本书：培养孩子想说、敢说、爱说、会说的语言表达能力。
培养孩子会倾听、会朗读、会讲述、会表演、会创编的语言悟性和直觉能力。
培养孩子的动手、动口、动脑、动情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
培养孩子正确发音、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语言归纳和逻辑思维能力。
 让孩子获得自信、获得快乐、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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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力是一个漫长、系统的工程。
为了避免父母无从下手，我们将语言表达训练分为四个阶段，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可以施以不同的
训练，这样既能使训练更有针对性、系统性，又能够从宏观上掌控孩子语言表达的进度。
长此以往，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必将得到质的提升。
　　1.单音节时期的训练　　单音节阶段是语言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孩子只能通过口腔运动来发出
类似“咕咕、咕呜、呜呜”的声音，这些声音没有任何语言实义。
在这个阶段，孩子对父母的话语会有非常积极的“咿呀”应答，但孩子并不能明白父母话语的含义，
因为他们还处在对语言的懵懂状态中，之所以会对父母的声音有所反应，是因为人类有原始的交流欲
望。
所以，即使孩子听不懂父母在说什么，也喜欢父母与自己交流。
　　妈妈是孩子最先接触的人，也是孩子接触最多的人，因此训练时建议妈妈们微笑着将脸贴近孩子
，并重复用温柔、愉快的语气发出“啊——啊⋯⋯呜——呜⋯⋯妈——妈”等单音节。
妈妈在发音的时候，注意口型要夸张，每发一个单音节后都应该停顿一下，这样可以给孩子提供充足
的时间来模仿母亲的口型和发音。
爸爸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爸爸训练孩子时可以拿起某种物品，边向孩子展示这件物品，边叫出该物
品的名称，并重复多次。
这种训练方式可以帮助孩子熟悉身边的事物，建立对世界最初的认识。
　　父母也可以边抚摸孩子身体的某个部位，边叫出这个部位的名称，如摸到胳膊，就对孩子说“这
是什么呀，这是宝贝的小胳膊呀！
”而摸到孩子的脚，就对孩子说“这是宝贝的小脚丫。
”以此方式可以在孩子心中建立起对于自己身体各部位名称的印象，让孩子不断接受语言的良性刺激
，促进孩子的自我认知意识以及逻辑能力、记忆能力等的发展。
　　2.单词词组阶段的训练　　在单词阶段，父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扩大孩子的词汇量，尽可能为孩
子创造早期阅读环境。
早期阅读环境是指根据孩子的心理特点，选择适宜的阅读材料，并坚持每天为孩子朗读。
这个时期，也建议父母用比较夸张的口型，来帮助孩子学习发音方式。
　　处在单词学习阶段的孩子，会特别钟情于儿歌。
儿歌节奏感强，对培养孩子的音感有很大帮助，同时，儿歌简单、有趣的情节，也很容易抓住孩子的
注意力，不会让孩子产生乏味的感觉。
在给孩子读儿歌的时候，父母应该做相应的知识拓展工作，比如当朗诵到“小鸭背小鸡过小溪”这首
儿歌时，就可以配合图册，为孩子讲解什么是“小鸡”，什么是“小鸭”。
　　除了儿歌，朗读也是这个阶段很有效的一种训练方式，它可以帮助父母和孩子进行有条理的互动
，帮助孩子理解语法结构。
在读物的选择上，我们推荐父母购买线条简单、角色突出的婴儿画报，这类婴儿画报色彩鲜艳，视觉
冲击力很强，容易吸引孩子的注意，父母可以边解释画报上图画的含义，边用清晰、准确的语言给孩
子讲画报上的故事，帮助孩子更多地‘接收信息，更有效地扩充词汇量。
　　另外，父母也可以向孩子提出指令，要他们来完成，比如要求孩子叫“爸爸”、比如“拍拍手”
或是跟妈妈说“再见”等。
这个训练是为了培养孩子对父母指令的敏感程度，同时加深孩子对于动词的体会。
另外，这个训练也可以帮助父母树立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父母训练孩子无法做到专业幼教那样的程度，但市场上会有很多为孩子们量身定做的
录音带、教育光盘等，这类幼儿音像读物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
　　3.造句阶段的训练　　这时，孩子基本上可以用短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另外，对于图形和色彩概念的理解也趋于熟练，此时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活跃期，表达自己的愿望
会特别强烈，对语言信息的吸收能力将会远远超出父母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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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造句阶段的训练相比单词词组阶段会更复杂，信息量也更大，但形式却并不复杂，主要以背
诵儿歌、唐诗，讲故事为主。
背诵儿歌、唐诗需要由孩子主导，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父母只要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就可以
了。
讲故事则需要父母主导，中外故事，童话、寓言都可以，在不引起孩子反感的前提下，父母可以反复
讲，加深孩子的印象。
　　在讲到某个故事的时候，父母可以考虑改编其中部分内容，孩子如果发现了，可能马上就会纠正
说故事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父母就应该立即说“哎呀，我忘记了！
还是宝贝来讲吧，宝贝讲得更好！
”这样既鼓励了孩子，也检验了孩子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故事。
另外，父母也可以针对故事问孩子一些问题，诸如“故事里谁是好人谁是坏蛋？
”“大灰狼是怎么被打败的？
”以这种提问的形式与孩子沟通，既加深了孩子对故事的印象，也培养了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是非
观念，等孩子熟悉故事后，再鼓励孩子把故事叙述给其他人，培养孩子的自信和表达能力。
　　对于处在造句阶段的孩子而言，“说”是非常重要的。
应注意，这里的“说”指的是让孩子自己去说，而不是逼迫孩子说。
对于这一点，父母们在态度和做法上，要做到三“要”和三“禁”：　　三“要”：“要鼓励”、“
要规范”、“要耐心”。
　　三“禁”：“禁责备”、“禁强迫”、“禁急躁”。
　　“要鼓励”是指积极鼓励孩子去表达；“要规范”是指及时纠正孩子表达中不规范的语言；“要
耐心”是指在听孩子表达时要耐心。
“禁责备”是指无论孩子表达的好坏，都不要责备孩子；“禁强迫”是指让孩子自由去表达，不要限
制孩子表达的内容，更不要把成人的思想强加给孩子；“禁急躁”是指在与孩子的交流中不要流露出
急躁的情绪。
只有做到了这三“要”和三“禁”，才能令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愉快中成长。
　　4.完整的语法阶段的训练　　经过之前三个阶段的训练，孩子无论是在词汇量上，还是在语法能
力、造句能力上，都具备了一定水平，此时他们虽然仍会不断扩充词汇（词汇的扩充贯穿一生），但
幅度会明显减小。
可以说他们的语言构架已经基本成型，具备了和成人交流的能力，因此此时的语言训练就不应该再拘
泥于互动性与交流性，更要注意增加阅读和书写的比重。
　　除此之外，父母还可以买一本童年生活的杂贴簿给孩子，让他们用绘画、剪切图片或者任何其他
孩子喜欢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每一天。
记录的内容没有限制，可以是生活中发生的趣事、孩子喜欢的动画片、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甚至可以
是马路上开过的小轿车。
孩子完成绘画或者剪报后。
父母可以在旁边注明时间以及其他备注，待孩子长大了再和他一起回忆童年的往事，那将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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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说 敢说 爱说 会说　　讲故事、绕口令、角色扮演等系统训练让孩子会说话、说好话！
　　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儿童时期如果不进行说话的训练，真是遗弃了一个最宝贵的钥匙。
”　　想说，就要引导孩子去说，让他建立自信。
　　敢说，一定要鼓励孩子去说，让他获得肯定。
　　爱说，则要让他养成合理地说、至诚地说的习惯。
　　会说，孩子成功，家长成功。
　　家长该如何引导、如何鼓励、如何规范孩子的语言表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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