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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儿歌教学中师幼互动效果研究
———以一次幼儿园语言活动课为例

潘祺蓉，陶志琼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儿歌学习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儿歌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效果是决定语言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关

键。本文以儿童语言能力发展为目标，结合研究者自身在幼儿园上的一节语言活动课为例，运用ＦＩＡＣ互动分析分类体系，立

足幼儿语言教学的实践活动，运用观察法、访谈法，为教师更好的组织语言课堂活动，提高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的师幼互动

质量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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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

过与他人不断的交流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幼儿园语

言教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语言教育活

动［１］，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３－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的语言能力

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该为幼儿

创设相对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

儿与成人、同伴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且

能得到积极的回应”［２］。在语言教学活动中，师幼互

动是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师幼互动

的效果与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本文以研究者在幼儿园上的一堂儿歌语言活动

课为例，采用ＦＩＡＣ编码体系对这堂课上的录像视

频进行师幼互动情况分析记录，总结整堂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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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缺点与不足，并对今后儿童语言教学活动的良

好开展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提升儿歌课程设计水

平和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和儿童交

际水平的提高。

一、师幼互动效果在幼儿语言学习中的

重要性

幼儿语言教育中，应答是指教师对幼儿回答与

反应的处理，是提问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

师处理幼儿答问的教育智慧。在回答与应答不断互

动的过程中，教师与幼儿之间构建起对话的平台，幼

儿碰撞出语言思维的火花，语言能力由此发展。《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教师要“关注幼儿在

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

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索式的师生互

动”［３］。教师合理、恰当的应答能发展积极的师幼互

动关系，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一方面，通过幼儿的

回答，教师能更加准确地认识幼儿的认知水平，了解

幼儿的兴趣需要及其对问题认识的难点、误区，进入

幼儿主观经验结构内部；另一方面，幼儿在教师的引

导下朝着预期目标前进，可以顺利地将教学内容内

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

二、ＦＩＡＣ师幼互动分析分类体系在儿童

语言教学活动效果研究中的应用

（一）ＦＩＡＣ师幼互动分析分类体系简介

弗兰德斯师生语言互动分析分类体系（ＦＩＡＣ）

是一种编码体系，属于定量的课堂观察方法。ＦＩＡＣ

是对师生的语言互动进行研究，把课堂的言语活动

分为十二个种类，每个分类都有一个代码，见表１。

表１　ＦＩＡＣ互动分类体系

教师

间接影响

１．表扬鼓励幼儿

２．接受或使用学生的主张

３．提问

４．情感流露

直接影响

５．教学

６．指正引导学生朗诵儿歌

７．玩游戏

８．批评不安静或不听讲的幼儿

幼儿

９．幼儿自言自语（不听教师，自己手舞足蹈）

１０．幼儿被动说话（被要求回答问题）

１１．幼儿主动说话（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１２．沉默或混乱

　　它主要采用时间抽样的办法，在指定的一段时

间内，如每隔５秒种观察者就依照上述分类几下最

能描述教师和班级语言行为的种类的相应的编码，

记在表格中。如第２个５秒内发生的是教师提问行

为，就在相应的格子内记下“４”这个编码。

（二）ＦＩＡＣ在儿童语言教学活动效果研究中的

应用

本文以幼儿园一堂儿歌（语言活动课）为例，采

用ＦＩＡＣ互动分类体系对该堂课的儿歌教学片段中

师幼互动情况进行分析［４］。

研究对象：宁波市某幼儿园小班下学期幼儿

研究目的：通过记录课程中教师教学行为以及

孩子的反应情况，分析本次语言课活动中幼儿掌握

儿歌的效果，对整堂课师幼互动现象进行探讨总结，

反思整堂课的优缺点。

研究内容：笔者在幼儿园给该小班幼儿授课，分

析小班儿歌学习中师幼互动情况

儿歌：雷公公

雷公公，雷公公，请你轻点打呼噜，我的蜗牛在

睡觉，不要吵醒小蜗牛！

研究方法：录像法、ＦＩＡＣ编码体系、观察法、图

表法等。

观察内容：通过１０分钟的幼儿儿歌教学片段，

观察教师与幼儿互动的时间，教师提问的时间，孩子

朗诵学习的时间，课堂混乱的时间、游戏时间等分别

占整个课堂的比重，根据最终的数据确定此次儿歌

教学的效果，观察孩子的儿歌掌握情况。

以下根据ＦＩＡＣ互动分类体系方法，在１０分钟

儿歌教学中，把每一分钟都分１２次，每一次５秒钟，

观察教师与孩子的互动情况，见表２，表３。

表２　ＦＩＡＣ观察记录数据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４ ３ ３ ３ ４ ２ ５ ３ ５ ２ ５ ３

２ ５ ５ ５ ５ ３ ３ ５ ３ ５ ５ ５ ３

３ ３ ３ １１ １ ３ ３ １１ １０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１２ １２ ５ ５

５ ５ ５ ３ ５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５ ５

６ ５ ５ ５ ４ ５ ３ １１ ６ ６ ６ ６ ５

７ ６ ６ ６ ６ １ １ ５ ７ ７ ７ ７ ７

８ ７ ７ ７ ７ ７ １０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９ ３ ９ ７ ７ ７ ６ ６ ６ ６ ６ ９ ５

１０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３ ５ １０ ３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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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ＦＩＡＣ观察记录数据统计表

语言活动种类
出现

次数

所占

比重

１ 表扬鼓励幼儿 ４ ３．３％

２ 接受或使用学生的主张 ３ ２．５％

３ 提问 １８１５．０％

４ 情感流露 ３ ２．５％

５ 教学 ４５３７．５％

６ 指正引导学生朗诵儿歌 ２４２０．０％

７ 玩游戏 １３１０．８％

８ 批评不安静或不听讲的幼儿 ０ ０．０％

９ 幼儿自言自语（不听教师，自己手舞足蹈） ２ １．７％

１０ 幼儿被动说话（被要求回答问题） ３ ２．５％

１１ 幼儿主动说话（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３ ２．５％

１２ 沉默或混乱 ２ １．７％

（三）语言教学活动效果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大概有３分钟４５秒的时间用于

纯粹的教学，占一堂课约３８％的比重。其次，指正

引导学生朗诵儿歌大概用了２分钟的时间，占整个

课堂比重２０％，这两者加起来已经有将近６０％的比

例了。同时，教师为了更好地与幼儿互动交流，花了

约１分钟零５秒的时间用于提问上，占了整堂课的

１１％。幼儿玩游戏环节，也仅仅占了１分零５秒的

时间。最后，在幼儿回答环节上，主动回答，被动回

答及自言自语加起来一共有４０秒的时间，由于是小

班幼儿，语言的发展还是没那么快，所以，幼儿自身

在课堂上还不够活跃。

由上述数据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幼儿能接受教

师所传授的儿歌，但是师幼互动水平不高，并且教学

方式还不能很好地吸引幼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整堂课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幼儿的回答，独

立朗诵能力稍弱，虽然还是小班幼儿，但是已经进入

下学期了，教师应在课堂上开始培养孩子的语言

能力。

（２）主动举手的幼儿并不多，教师应采用多种方

式，鼓励幼儿以各种形式进行发言，同时，采用更吸

引幼儿的教学方法来主动引导幼儿提问发言。

（３）教师在儿歌教学中可以配合音乐、肢体活动

等，使得课堂内容更加生动形象，黑板上面展示的教

具也还不够大，突出，不能很好地吸引幼儿。音乐、

肢体活动等的配合，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幼儿学

习，又能使教师和幼儿一起朗诵儿歌，表现儿歌，搭

建一个良好的师幼互动平台。

（４）教师在游戏环节中过多地参与了孩子的活

动，使得游戏环节有点失去了游戏的意味，而只是在

分角色朗读。教师让孩子向全班朗诵的出发意图是

好的，但是活动之前应制作一些小头饰，丰富幼儿的

表演，吸引孩子更好地进入角色扮演中去。

（５）教师在本次语言教学活动中没有利用多媒

体技术，如果能在课堂中播放一段下雨打雷，小动物

们纷纷受到惊吓的视频，孩子们或许会更加热爱这

首儿歌。

三、提升幼儿语言学习中师幼互动效果

的策略

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蒙台梭利认为：教育的基

本问题，不是教什么和学什么的问题，而是建立成人

和儿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幼儿园的语言教

学活动中，如何使教学获得成功，一个关键性的重要

因素，就是能否建立起良好的师幼互动关系［５］。当

前的幼儿教育活动虽然时有进行，但总体效果却不

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教师课堂掌控度高，师幼互

动效果不明显；教师只专注语言活动内容讲授，忽视

了儿童学习语言的内在需求；更甚者，教师操控了整

堂课内容，且教学内容复杂枯燥，使得幼儿难以

接受。

根据上述幼儿语言活动中存在的一系列现象，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幼儿语言学习中师幼

互动水平，帮助幼儿更好地从语言活动课上得到长

足发展。

（一）儿歌文本应充满童趣，令幼儿喜爱

学龄前儿童处于语言发展的敏感期，然而其年

龄小，语言思维能力发展水平有限，因此我们应选择

一些短小、简单、有趣、优美的儿歌和儿歌让幼儿喜

欢，乐意诵读。幼儿刚入园时其语言学习是以口语

为基础的，更容易接受短小、简洁、富有韵律的文学

形式。儿歌恰好符合了这样的要求：短小精悍、意境

优美、情感充沛、充满情趣、构思巧妙、语言精辟等。

充满童趣的儿歌琅琅上口，既能使幼儿快速掌握儿

歌，又能使幼儿更好地回答教师课上的问题，提高师

幼互动的质量。如本文的儿歌“雷公公”，儿童能够

很快朗朗上口，又充满了童趣，富含了情感。

（二）儿歌内容应贴近生活，再现情境和趣味

儿歌的读者是儿童，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启发幼儿体会儿歌中的童趣，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

他们将儿歌中的内容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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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乖乖》这首儿歌在利用动听的音乐辅助下，

讲述了小兔子拒绝给陌生人开门的故事。幼儿在念

读、学唱的过程中能了解简单的安全常识，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贴近生活内容的儿歌在教学活动中应辅

以必要的道具、提供相应或适宜的环境，更有利于丰

富幼儿儿歌学习中的情感体验。本文的“雷公公”儿

歌，能让儿童潜意思里学到，要有爱心，照顾别人的

需求，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向雷公公提出建议，让

雷公公睡觉时不要吵到别人。

（三）儿歌教学方式应具有互动性和生动性

教育本身就表现为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互动，没

有互动的教育是难以想象的，更谈不上是有效的。

师幼互动是教师与幼儿之间不断进行着的一种生命

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在活动过程中，通过重新建构新

型的师生关系，优化互动方式，形成交互影响，达到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目的［６］。

如现在常进行的区域活动，就是一个良好的师幼互

动的环境。幼儿在与教师共同创设的活动区活动，

分享自己与教师的劳动成果，同时，教师也可以了解

各活动区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作用。儿歌教学也可以

体现良好的互动性，多融入教师提问、游戏环节，充

实幼儿儿歌学习的方式。

另外，在教学活动中设计增进师生互动的团体

活动。如“猜猜我是谁”、“盲人带路”游戏等，融入儿

歌教学内容，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增进与教

师的情感交流，同时，也能更好地掌握儿歌的内容与

情感。

（四）儿歌教学活动中应给予幼儿更多鼓励和

表扬

师幼互动对于幼儿语言思维能力、问题处理能

力、社会交际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每个幼儿

都具有其自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此，即使是同一班

级的幼儿，其语言发展水平，表达方式都有很大的差

异。部分幼儿依赖性很强，喜欢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说话，遇到新的环境和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则不愿

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要求教师在幼儿完成任务

时要及时表扬，在幼儿遇到问题或困难时要及时地

给予鼓励，教师的鼓励对幼儿来说是一种精神力量，

在教学活动时，经常使用“嗯，真能干！”，“好孩子，继

续做下去。一定行！你太棒了！”等语言，加上教师

亲切的表情、爱抚的动作，能使许多内向、胆怯的幼

儿受到极大的鼓舞，信心百倍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提

升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的频率，活跃课堂气氛［７］。

（五）儿歌教学中采用有效的提问促进师幼互动

本次儿歌教学课程中，教师比较好的采用了提

问的方式，加强师幼互动，伴着音箱发出的“雷声”，

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声音？把双手摆在脸颊下做出

睡觉的姿势，问小朋友们小蜗牛做干什么？儿童大

都很积极和正确的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再伴以老师

的表扬，使得课堂氛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有知识、经验与

技能的投入，更要有感情的投入。而在幼儿园实际

的师幼互动过程中，师幼间多为事务型互动，缺少情

感性交流的现象，值得教育者深刻地反思［８］。幼儿

教育者的基本素质中，要求包括对幼儿的热爱。然

而在没有情感的言语中如何能够体现出教师的爱？

对话不仅是一种言语活动，还应该是一种情感互动

的教育氛围。对话不仅是师幼双方言语上的你问我

答，更是师幼双方包括情感、经验、思想等多方面、多

层次的知识性与精神性的相互交流。在儿歌教学

中，教师应采用有效的提问，构建对话式师幼互动，

教师除了要以信任、理解、尊重的态度对待幼儿，还

要拥有宽容之心、倾听之情。同时，教师的这种情感

也不能只是对某些聪明、活泼、可爱、家庭条件好的

幼儿表达，对那些有缺点或问题的幼儿也要平等耐

心对待，倾注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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