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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口语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学前系 闫智卿

一、课程基本情况

简要写明课程名称、课程性质、所属专业、教学对象、教学

总学时等。

课程名称 幼儿教师口语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所属专业 学前教育

教学对象 学前教育系 20 级全体学生

教学总学时 17×14=238

二、“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

课程思政背景下，要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满足学生成长发

展需要，将思想政治课程与各类专业课程相结合，做到同向同行、

协同发展。《教师口语》课程思政创新教学，将“价值塑造、能

力塑造、知识塑造”作为育人基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

课程全过程中巧妙地融入思政元素，将立德树人贯穿到教学的全

过程，形成教师口语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课程在实施中，要结

合课时需要，确保思政内容的融入与整合，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

政相结合，设计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课程教学模式，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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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口语》课程与思想政治育人目标相统一。

（一）《教师口语》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思路

始终紧扣教学内容，将以下三条课程的主线贯穿本门课程始

终：

1.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课程紧密结合，渗入到课堂教学之

中。如在幼儿教师故事讲述训练模块，可以选取《孔融让梨》、《智

子疑邻》、《曹冲称象》、《狐假虎威》、《守株待兔》等经典古代寓

言故事进行讲述。这样在故事讲述过程中，既锻炼了学生的故事

讲述能力，又传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谓一举两得。从《教

师口语》课程中，提炼思政元素，让学生在普通话口语表达技能

训练中，克服方言的影响；加强大学生口语表达与心理素质培养，

克服怯场；增强口语表达信心，勇敢表达自我想法；学会辩证看

待问题，增强课程人文素养。

2.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实社会交际中，学生的思想正面临各类信息的影响，因此

在本门课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课程内容中，引领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 引领学生明确当代职业学生的专业理想。

激励学生树立伟大的人生目标，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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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主要从事幼儿教师、保育员等相关工作。

承担着为祖国培育优秀的花朵的使命和责任。因此要引领学生将

个人专业理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拥有一份家国情怀。

（二）具体措施和创新点

紧紧围绕教学内容，以书本为依托，讲授理论知识。充分发

掘本门课的思政点，与课程内容相结合。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学校特色和学前教育专业特点

展开教学。下面举例说明。

在幼儿教师讲故事训练模块中，引导学生选取中国古代一些

非常经典的寓言故事进行讲述，这样既可以锻炼同学们讲故事的

能力，又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古代这些非常经典的故

事，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又如在幼儿教师朗读训练模块

中，鼓励同学们选取一些红色经典诗歌进行诵读，如《祖国颂》、

《党旗颂》、《长征》、《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等篇目。使学

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得到激发，同时可以感染听众们，也锻炼了自

己的诗歌诵读能力。

在普通话朗读训练模块，讲述普通话口语表达技能，鼓励学

生克服方言的影响，加强锻炼，从而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增强自信心，增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为自己将来从事幼儿教

师教学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得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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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另外，在教学中紧扣当代青年学生使命和当下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主题。请学生谈自己的理想与祖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抗

击疫情与安心学习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在童话剧表演训练、幼儿教师教育口语训练、幼儿教师交际

口语训练等模块中，同样可以发掘思政元素，在授课过程中开展

思政教育，此处不再赘述。

三、“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案

第 8 次课程教学方案

备课时间 2022 年 3 月 备课教师 闫智卿

教学时间 2022 年 4 月 周次 2 课时数 2

教学内容 第六章 幼儿教师故事讲述训练

教学目标

和要求

专业目标：

1.掌握故事讲述的基本要求和技巧，懂得故事对幼儿

的教育作用。

2.通过小组成员之间讨论交流，完成视频故事的加工

和讲述，锻炼团结协作的能力。

3.在全班进行展示交流，通过学生自评、生生互评、

讲师点评的形式进行打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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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目标：

1.通过点评案例《孔融让梨》的故事，了解中华经典

小故事，激发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2.通过对视频中的抗疫故事进行讲述，增强学生使命

感，激发爱国情怀。

3.通过对讲故事技巧的学习和练习，增强幼儿教师职

业认同感。

教学重点
掌握故事讲述的基本要求和技巧，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完成视频故事的加工和讲述。

教学难点

通过对讲故事技巧的学习和练习，增强幼儿教师职业

认同感。通过对视频中的抗疫故事进行讲述，增强学生使

命感，激发爱国情怀。

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法、讲授法、小组合作探究法、练习法等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及学生活动

时

间

故事，是通过生动、曲折而完整的情节，通

俗而形象的语言，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口头文

学，它具有连贯性，富有吸引力，能够感染人，

因此深受大众喜欢。讲故事，是用通俗易懂的口

语将故事材料描述给别人听，它是口语的独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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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是文化活动的一种常见形式，是语言训

练的一种载体，也是教师口语中需具备的一种口

语能力。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小学或幼儿园教

师，利用讲故事这种形式，能对学生起到很好的

宣传教育作用，对于师范生来说，学会讲故事不

仅能为将来作好准备，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运用

普通话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

一、导入

视频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该视频内容为高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在幼儿园实习期间为小班学生讲述《孔融让

梨》的故事实录。

师：请同学们认真观看视频，对该案例中的

同学进行点评，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视频案例导入，可以吸引

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引导学生对案例

中的学生进行点评，可以发现其优点进行学学习，同时

亦可发现其不足之处，提醒自己在今后的故事讲述中“见

不贤而内自省”。另外鼓励学生对案例中同学提建议，可

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即将

学习的讲故事技巧相关内容的学习欲望。教师亦可利用

视频导入法

案例分析法

思政元素：通

过 点 评 案 例

《孔融让梨》

的故事，学生

能够了解经典

的中华传统小

故事，并对其

产 生 阅 读 兴

趣，激发对祖

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之情。

学生观看视

频，积极发言

交流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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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契机，了解部分学生讲故事技巧的基础水平，便于开

展后续教学。为后面的学习做好铺垫。）

二、讲授新知

（一）传授秘籍阶段

1.准备过程的技巧

（1）选好故事

要讲好故事，首先要选好故事材料。故事的

选择一般需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在什么语境讲，

跟谁讲，为什么讲，可以用多少时间讲等。这些

要素会帮助我们确定故事选择的方向或者创作的

路径。

（2）适当改编

故事材料选好后，就要熟悉故事中的人物、

情节。要弄清贯穿情节的线索，分析事件的来龙

去脉，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讲述目的、听的对象

以及故事本身的不足，对故事进行加工改造。改

编故事包括删、增、改故事主体。

课堂小练习：

请将书中 150 页《小熊让路》的故事片段，

口头进行改编。教师抽取学生进行展示。

2.开讲与收尾技巧

讲授法

练习法

思政元素：通

过对《小熊让

路》故事片段

进行改编和讲

述，明白友爱

谦让是美好的

行为，在与人

交往中要遵循

文 明 礼 貌 原

则。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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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头技巧：

如果我们为故事设计了一个好的开头，便能

一下子吸引住听众，引起大家听的兴趣和欲望。

有以下几种设计的方式：

提问式：先提一个使听众感兴趣的问题，引

起听众的思考。提问时，语调要上扬，停顿时间

稍长一点。

议论式：针对教育目的，简单地阐述一个道

理。这样既引起听众兴趣，又便于更好地发挥讲

故事的教育作用。

介绍式：这种方法适合于那种节选的故事，

或是根据某一个故事续编的故事，即先把故事的

起因介绍一下，然后把前后连贯起来，使听众有

一个完整的印象。

课堂小练习：

请你为《曹冲称象》这个故事设计一个开头。

（2）收尾技巧：

每个故事都有个结尾。讲故事的人有时可以

使用原故事的收尾，有时则必须根据故事的内容

和听众的情况对原结尾进行加工处理，以便取得

讲授法

练习法

思政元素：通

过为《曹冲称

象》这个故事

设计开头，学

生可借此机会

了 解 整 个 故

事。引导学生

追 求 善 于 思

考、勇于创新

的科学精神。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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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效果。

提问式收尾，启发听众思考故事中的思想意

义。如：“小朋友，你们知道那只鸟的教训到底是

什么呢？”——《白头翁的故事》

总结性收尾，直接告诉听众故事的教育作用，

例如：“唉，谁叫他们上课不专心呢！”——《上

课》

课堂小练习：

请你为《狐假虎威》这个故事设计一个结尾。

3、“话”与“表”的技巧

“话”和“表”是讲故事的主要手段。“话”

是指讲故事人直接叙述，说明故事的情节和内容。

“表”是指讲故事人对故事中人物的语言、手势、

眼神以及思想感情的表达，简言之，就是“表演”。

（1）口语化

讲故事主要是要在熟练的基础上做到口语

化。讲故事一开头，就应该力图用亲切的口语。

为了找好那种感觉，最好跟听故事的人交谈。几

句，像下面这样：“小朋友，喜不喜欢听故事呀?”

“喜欢。”“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个故事，故

讲授法

练习法

思政元素：通

过为《狐假虎

威》这个故事

设计结尾并讲

述，可使学生

对中国古代寓

言故事有所了

解，萌发文化

自信和爱国情

怀。同时使学

生明白不能够

仗势欺人的道

理，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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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名字就叫‘小猫钓鱼’。”

（2）语气语调富于变化

要“话”好故事情节，首先必须做到口语化，

以便使听的人感到亲切自然。为了把故事情节

“话”得生动有趣，我们还要注意语气语调的变

化。

（3）设计“音腔”，形象展现人物语言的个

性化。大凡优秀的故事，人物的性格总是很鲜明

的。鲜明的性格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表情及动

作表达出来。讲故事的人要力图根据人物的年龄、

性别、性格、职业等要素，为人物设计一种最适

合他（她、它）的固有的发音腔调，观（听）众

能够借助这种特有的“音腔”将该人物与故事中

的其他人无区别开来。只有这样，听众才会感到

故事

（4）学用口技，真实摹拟动物叫声或自然声

响。对自然声响的摹拟，虽不必像真正的口技那

样惟妙惟肖，但还是可以将环境特点鲜明地表现

出来，如风雨声、流水声、脚步声、撞击声、敲

门声、射击声、风吹输液的沙沙声等。摹拟动物

讲授法

思政元素：在

讲授过程中，

引导学生感受

中 国 语 言 之

美，萌发文化

自信和爱国情

怀。

15
分

钟



11

所发出的声音。这样做可望收到逼真的效果，给

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

3．借助态势语，生动表现人物的形象性格

要把故事讲好，特别是要表现出人物性格，

常常还要借助一些态势语。用态势语来“表”，这

主要是用动作和眼神表示符合故事内容要求的各

种姿势，这样，既可以吸引听众的视觉，又可以

帮助听众形象地理解。

（二）师父演示阶段

教师综合运用故事讲述技巧，声情并茂地为

学生讲述故事《守株待兔》。请学生进行观摩、点

评。

（设计意图：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教

师不能只是一味的教给学生如何如何，还应自己

首先做到。在为学生讲述了故事讲述技巧之后，

教师亲自进行故事讲述，综合运用上面讲的故事

讲述技巧，如运用摹声技巧来模拟老虎和狐狸的

声音，加上动作手势来体现老虎的“憨态”和狐

狸的狡猾等来讲述。从而给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

鼓励学生去大胆、勇敢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榜样示范法

思政元素：通

过 听 老 师 讲

《守株待兔》

的故事，明白

做人要懂得变

通，要勤恳踏

实，不能存有

不劳而获的侥

幸心理，从而

引导学生树立

正 确 的 价 值

观。

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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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组合作探究大闯关阶段

本阶段，教师提前准备好一段视频，请学生

进行观看。学生观看完视频之，小组成员之间根

据视频内容，设计讲述思路。然后再组内进行故

事讲述，要求一人讲述，其他人进行补充，并提

出改进的建议。

视频内容为某医院一名医生在疫情期间一天

的工作。

（四）华山论剑大展示阶段

本阶段，教师在各组中随机抽取一名成员代

表本小组进行抗疫故事讲述。讲述结束后进行点

评。点评采取的是“学生自评——生生互评——

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模式，最终确定各小组的星

级。评选出优秀小组。获得奖励。

教师在 PPT 出示讲述星级标准，如下图：

小组合作探究

法

思政元素：通

过 对 疫 情 期

间，一名抗疫

医生事迹的讲

述思路设计，

及小组成员间

的相互讲述，

切身感受抗疫

的艰辛，人们

的坚守，领悟

伟大的抗疫精

神，增加爱国

情怀，明晰当

代大学生的责

任感、使命感。

10
分

钟

1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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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作业

（一）小结

1.对本节课内容进行简单回顾，引导学生在

笔记上梳理本节课所讲重点内容的思维导图。

2.谈一谈本节课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并说

一说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为你将来从事幼师工

作打下哪些基础。

（二）作业

请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为舍友讲爱国小故

事，并录制视频上传学习通。

多种模式

评价法

思政元素：每

一天都要过的

有意义，每节

课 都 应 有 收

获。引导学生

明晰自己的职

业理想，不为

此理想不断努

力。

思政元素：

通过对爱国故

事的讲述，激

发爱国情、民

族情，并把这

种情感传递给

身边人。

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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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评价与成效

本门课程将教材内容与课程思政相融合。发挥教师的引导作

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的得到提

高，在进行口语表达时，自信心有所增强，大部分学生能够顺利

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并且取得二级甲等及以上的好成绩。增强

了自身职业认同感，为将来从事幼儿教师教学及其他相关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在学习口语表达技巧的过程中，又了解了大量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了自身文化素养。

（三）明确了作为当代青年，以及未来的幼儿教师应具备的

优良品格和责任，明确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拥有一份炽热的家国

情怀。

（四）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有意义、目标

明确、心怀家与国的学习生活模式。

五、教学反思

（一）成功之处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口语表达

水平得到提升，增强了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了解了一些中华经

典小故事。增强了文化自信。同时，通过对抗疫故事的分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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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与点评，增强了爱国情怀，爱国情感得到提升。

（二）不足之处

由于课堂时间和经历有限，所传承的中华经典小故事内容有

限。另外，在展示环节仅抽取了部分同学进行展示，其他同学未

能在课堂进行展示。

（三）改进措施

利用学习通等相关教学软件，丰富教学资源，使同学们在课

下能够及时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进行学习。请同学们可以讲故

事，录制视频上传学习通，老师进行线上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