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2019 年度 

第四季度项目总结报告 

（2019 年 10月 1 日—2019年 12月 31 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2018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联合发起学

前学会普通话项目，通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对凉山州各幼

教点的在读儿童开展普通话教育。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作为项目公开募捐单位，为项目提供

公开募捐支持，负责公开募捐的备案、互联网平台和企业捐

赠资金的接收与管理等。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负责项目

组织实施。中国社会扶贫网为项目指定信息发布平台。 

（一）项目目标 

通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对凉山州各幼教点的在读儿童

开展普通话教育，帮助凉山州 3-6 岁儿童学会普通话，使其

在接受义务教育前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形

成普通话思维习惯，实现听懂、能说、敢说、会用。同时，

探索一套行之有效、便于推广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学龄前儿童

学习普通话的教学模式。 



（二）项目内容 

1、目标人群：幼教点就读的儿童 

2、覆盖范围：凉山州 11个深度贫困县和安宁河谷 6 个

县市的民族乡镇，共覆盖 17 个县市。 

3、实施内容 

1）研发教学方法和课程方案。包括教辅材料和教具，

如：辅导员用书、幼儿用书、家长读本等，挂图、故事机、

在线素材等。 

2）组织辅导员集中培训和在线培训。 

3）设计并开展教学工作督导和考核，保证项目按照教

案设计实施。 

6、基础保障：项目实施所需的幼教点基础设施、辅导

员配备、辅导员补贴由凉山州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促进会委

托专业机构在凉山州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展项目。 

二、项目收支情况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当期累计接收公

开募捐资金 449186 元,支出 0元。 

三、项目进展情况 

（一）幼儿‚学普‛成果展示 

2019 年 10 月 27日，举办金阳县‚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成

果展演活动。金阳县各校长、园长及辅导员代表参加观摩。



幼儿成果展演分手工类作品展和语言表现节目两部分。全县

各幼教点、幼儿园以及小学一年级小朋友积极参与，推选出

16 个最优秀的节目现场展演。 

（二）辅导员朗诵比赛、幼儿讲故事比赛 

为使学前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口语发展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高锻炼，提升幼儿综合素质的健全与发展,培养幼儿自

信与勇气。2019年 10 月 30日，昭觉县首届幼儿讲故事比赛

在昭觉县幼儿园隆重举行。来自全县 7 个片区、9 所幼儿园

（含民办幼儿园）、11所县城（乡镇中心校）学前班的 27名

幼儿参加了本次比赛。 

五、项目故事 

改变从点滴开始 

（越西县学普办杨显君） 

‚大家好，我叫沙马伍果木，我们今天表演的是《狼来

了》的故事，我演的是农民伯伯。‛小姑娘‚脆生生‛的普

通话听起来格外的动人。这是越西县大花乡瓦尔村幼教点的

孩子们正在教室外的操场上表演故事《狼来了》，操场外村

民好奇地观望着，其中一个学生秀英莫的妈妈也站在旁边笑

得合不拢嘴。她用彝语说道：‚娃儿就想来幼教点，大的小

的都想来，学说普通话、学唱歌，好哦！特别好！‛其他几

个村民笑起来连连说：‚是啊，是啊。‛ 

自从学普行动实施以来，讲故事、演情景剧、小组游戏



已成为幼教点课堂上的常态环节，这些新颖的方式不仅让孩

子对幼教点的学习充满兴趣，也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会了倾听、

交流。这种让学生有参与感、有语言环境的教学方式改变了

那部分会听但不会说、不想说的孩子，让他们学会勇敢的表

达。怎么才能让不愿意开口的孩子大声说出来呢？通过深入

幼教点调研、与辅导员交流，我们发现以下教学方法特别有

效。 

一、谈话交流，引导孩子‚慢慢说‛ 

（一）贴近生活，兴趣入手 

每天早上老师花 15-20分钟和孩子聊聊天。聊天从最简

单的‚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出示水果的图片）‚昨天家里

吃了什么菜？‛‚谁做的？‛‚最喜欢什么动画片？‛等问题

开始讨论。以简单的、幼儿感兴趣的、贴近于生活的谈话内

容入手，幼儿容易接受也容易开口，慢慢地引导孩子们学着

分享最近遇到的或者发生的有趣的事。一开始孩子们都很腼

腆必须老师一个一个点名询问，到后来大家都很积极主动的

举手回答问题。 

（二）及时鼓励，建立信心。 

班里有个叫小妹的女生性格特别内向，普通话也不太好，

所以平时基本都不说话。老师与班上同学交流时，她总是微

笑看着其他孩子发言自己却不敢举手，点到名她才会站起来，

可是站起来后也只会点头或摇头。尽管小妹什么也没说，但



老师依然让全班小朋友给与她掌声，鼓励她能够勇敢地站起

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逐渐有了自信，敢举手回答问题，

从几个字到说连贯的整句话。现在的她变得很健谈，每次谈

话活动都很积极。抓住每个孩子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肯定，

鼓励他们大胆站起来回答问题，慢慢树立他们的自信心，让

孩子们知道开口说普通话并不难，这样持之以恒地训练会让

他们变得健谈开朗。 

二、分组训练，教会孩子‚模仿说‛ 

（一）成立小组，树立榜样 

村幼一般都是混龄班，幼儿入园时间和年龄都有差异，

让辅导员老师们感到困扰的是：教学内容过于简单，老生不

愿听上课开小差，如果教难了新生如听天书。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成立学习小组，在每个小组安排一到两个入园早、普通

话好的孩子当组长。组长可以带刚入园的小朋友上厕所、洗

手、排队，还能给组员示范如何做自我介绍、如何回答老师

的问题、认识颜色……。这种老带新的方式让‚小老师‛在

教其他小朋友时起到了复习的作用，自己也会觉得有成就感；

新学生在小组里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学习起来也觉得有趣。 

（二）捆绑评价，约束行。 

每周对小组的整体表现进行评价，有助于让幼儿互相监

督、共同进步。例如：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来了很多新生，这

些新生没有规则意识。上课随便下座位，点到名字不知道回



答，清查人数时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小组组长的作用就发挥

出来了，让他们去问每个小组成员的名字，帮助老师组织秩

序。户外活动排队、营业午餐等都可以用这种互相监督共同

完成的方式。 

三、故事表演，训练孩子‚勇敢说‛ 

（一）提问交流，尝试复述 

幼儿入园两三个星期后开始让幼儿接触故事，刚入园的

孩子听故事根本无法理解意思，但老师不要着急，坚持训练

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师讲完故事后对相应的故事情节

进行提问，带幼儿复习一遍故事内容，然后请听懂了的小朋

友再上台讲一遍。这样锻炼了幼儿的表达能力，也让听故事

的其幼儿巩固了故事内容。 

（二）角色扮演，灵活创编 

比起讲故事幼儿更喜爱的是有参与感的情境表演，演的

孩子认真快乐，看的孩子聚精会神。表演时让几个年纪稍微

大点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外向的，带几个岁数小的，

腼腆的、普通话较弱的孩子，这种互补的参与方式让每个孩

子都可以得到进步。 

如：《狼来了》的故事，由老师讲故事，讲完故事后进

行提问：故事中有几个小动物分别是哪些动物？放羊的孩子

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他的羊都怎么了？提问完请小朋友上

来用普通话简单讲述故事内容，最后老师带领幼儿做狼和羊



的头饰（用画纸画出来在剪下来系上绳子即可）然后按组进

行故事编演，对话和结尾可以由孩子自己创编和设计，这样

拓展了幼儿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要想普通话说的好，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说’，所以要

在日常活动中让幼儿成为‘说’的主体，尽量引导幼儿多说。

为孩子创设普通话语言环境、提供榜样示范、搭建孩子‚说‛

的平台。坚持训练，看似简单的方法也会变得有效。 

雷波县‚一个奶爸三个娃‛案例 

雷波县斯古溪乡中心校有个刚升一年级的男孩，妈妈离

异走了，爸爸吸毒被抓了，一开始孩子的其他亲人没能承担

起抚养责任，得知情况的中心校长、村长、村书记三人轮流

照顾孩子，学校保险由校长私人赞助。孩子在村书记马阿达

家住了长达一年之久，每天和书记的儿子女儿一起玩耍，喊

他们哥哥姐姐，但见书记头发花白，却喊他‚爷爷‛。如今，

村长、村书记做通了孩子二叔的思想工作，由二叔和二婶承

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校长、村长和村支书也会到二叔家里

去看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