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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教师塑造优美声音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张培梁　张美丽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20）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少儿（少年与儿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塑造优美声音，优美声音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分析声音

的美学特性及其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为少儿教师塑造优美声音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在教学中利用声音传递信息这一载体

同时，美好的声音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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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一词，源于《后汉书·蔡邕》，是指美好、美妙的意思。

是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所从心理上把握、体验、积累和传递

的一种美感。它有着外表之美和内在之美，其外在美的审美标准

且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不变的是内在之美积淀于五千年崇高

文化的凝合。优美既包括有形的优美和无形的优美。有形的优美

是眼睛能够看到的、可以触摸到的和身体感触到的实物。无形的

优美是眼睛看不到的，但是能够感触到的，如自然之声的风声雨

声等和人、动物、草虫、物体等发出的声音等等。幼儿教师发出

优美的声音是无形的，但是会在孩子的听觉与心灵意识形态中感

受到，并且会被带入言之有物、有情、有思想的优美的有形境界

中。因为优美的声音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且让人身心愉悦，

激发孩子动脑、动手的学习与劳动乐趣，拉近与孩子的距离，会

变得更亲和、更有凝聚力。

“优美在本质上是实践主体与客体处于矛盾的相对和谐统一

中所显现出来的美。”为此，教师声音的美感既来源于教师主体

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实践创造，又来源于客体表达的内容、思想、

目的和少儿对事物的现实审美标准和对有声语言美感的接受与需

求，教师主体与少儿客体两者辨证而统一。

一、少儿教师声音塑造的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声音塑造？

声音塑造，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教师通

过对自身声音特质的有意识调整与优化，以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和情感传递的过程。它不仅仅局限于声音的音量、音调等物理属

性的调整，更涉及声音所蕴含的情感、态度及个性特征的展现。

在少儿教育中，声音塑造尤为重要，因为孩子的心理发展尚未成熟，

教师的声音往往成为他们感知世界、理解知识的重要媒介。

（二）少儿教师声音塑造的原则

在少儿教育中，教师声音的塑造应遵循几项核心原则，以确

保其积极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1. 亲和力原则至关重要，教师应以温柔、亲切的语调与孩子

交流，营造安全、温暖的学习氛围，增进师生间的情感联系。

2. 清晰度原则要求教师的发音准确、吐字清晰，确保每个孩

子都能准确理解教学内容，减少学习障碍，增强自信心。

3. 适宜性原则强调声音的运用需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及教

学场景灵活调整，既不过于严厉给孩子造成压抑，也不过分娇柔

而失去威严，保持适度平衡。

4. 情感共鸣原则倡导教师通过声音传递情感，与孩子产生心

灵上的共鸣，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心理健康发展，让每个孩子都

能在充满爱与关怀的声音中茁壮成长。

（三）声音塑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少儿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且复杂的过程，具有显著的特点。

首先，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展现出独特的心

理特征和发展规律，如幼儿期以感知能力为主，逐渐过渡到学龄

期对语言和社交能力的显著发展。其次，少儿心理发展受基因与

环境双重影响，遗传因素奠定了个体差异的基础，而家庭、学校

等环境因素则通过互动与引导进一步塑造孩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

此外，心理发展还具有多样性，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心

理发展路径因个体差异而异，需要教育者充分理解和尊重。最后，

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青春期

甚至成年，每个阶段都紧密相连，共同构建了个体完整的心理发

展轨迹。因此，少儿教师在塑造优美声音时，需充分考虑这些心

理发展特点，以更好地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声音的音色、音量、语速及语调等要素能够直接

触发孩子的情感反应。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够安抚孩子的

情绪，减少焦虑与不安；清晰而有力的表达则能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增强自信心。此外，教师声音的抑扬顿挫，还能帮助孩子

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因此，少儿教师应注重声音塑造，通过科学的发声训练与情

感投入，使声音成为传递爱与智慧的重要工具。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教学质量，更能为孩子的心理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少儿教师优美声音塑造的实践探索

声音优美不仅是职业的要求和教育事业对教师有声语言规范

化的要求，更是孩子们所具有的和不断发展的心理审美对教师的

要求。同时，美的声音又能提高孩子们的审美鉴赏和对美的艺术

追求。也就是说，教师具有自身有声语言的个性美的基础上，还

要不断的跟上和符合时代孩子们对美的要求，因为人类的审美观

念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教师作为艺术语言的传播者，还要在有

声语言艺术教学中不断的去创造美，不断满足和提高少儿对有声

语言美的需求。

优美的灵魂是崇高，也称壮美。它包括宏伟、雄壮、热烈、浓郁、

奇特等一类的美。从其内涵来看，教师有声教学缺少不了崇高的

审美功能，有了崇高的精神之美，面对崇高的事物，讲述的有声

语言就会在孩子中间引起如下的美感：庄严感、庄重感、正气感、

叹服感等等，用崇高的声音感染孩子、鼓舞孩子、激励孩子、使

孩子奋发向上。这种崇高之美及来源于教师的心理有来自于对声

音的塑造，是由心而发的。它可以调解教师的个人情感、情绪，

以良好的心绪来面对孩子。它可以使教师本人神情气爽、心胸开阔、

情操高尚、无私奉献，爱憎分明，能够教学中面对邪恶事物发出

正气，正义的声音。

（一）优美声音的标准与特征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答疑解惑者，同时也是有声（声音）

艺术语言之美和高尚情操的传播者，这就必然要求教师具有优美

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播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桥梁。教师声音的优

美度不仅是教学技巧的一部分，更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不可忽视

的要素。优美声音的标准有以下几点。

1. 清晰度与纯净度。即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无杂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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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孩子轻松捕捉并理解信息。“我们艺术语言传播者对声音

的选择，要对广大听众、观众负责，不能把劣质的声音强加给广

大受众。”此话不仅仅是对播音主持而言的，也是对所有语言工

作者而言的，当然包括教师等，因为教师更是语言的工作者与传

播者，孩子是接受信息的受众群体。

虽然教师不能像少儿主持人那样的高要求，但是必须做到普

通话标准，这是教师的基本责任。达到标准的普通话，自然语音

动听、声音倾心悦耳、吐字表达清晰等，孩子们会像小兔子一样

竖起耳朵听，因为好的声音表达不仅会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同

时孩子听着愉悦在心，利于身心健康。相反，普通话不标准，劣

质的声音，或者说不够悦耳优美的声音，孩子会厌烦，心理上影

响孩子接受知识与信息的情绪，没有吸引力，孩子注意力会分散。

弄不好孩子还会学老师的南腔北调，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为此，

教师应该树立创造声音优美意识，给自己塑造出优美的声音来。

2. 音调自然与变化 . 音调的自然与变化是优美声音的魅力所

在。教师根据语言句类，适时调整语气，例如，陈述句要用陈述语气；

感叹句要用感叹的语气等。依据教学内容与情感语气变化需要，

适时调整音调高低、快慢，营造出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

3. 声音饱满与共鸣 . 声音的圆润饱满、口腔与胸腔共鸣，使

得声音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能够深深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激发

其学习兴趣。

4. 情感融入是优美声音的灵魂 . 面对孩子不同于面对成年人，

应该俯下身与俯下声音，与孩子和蔼交流，平起平坐，从而拉近

与孩子的距离。了解掌握孩子的心理情绪，关切孩子的心理需求，

声音语气变得细腻亲和，用真诚温暖的情感发声表达，使得语言

沁入孩子心灵，与孩子建立情感链接，形成和煦的语言交流氛围等，

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优美声音的标准融合了清晰度、自然音调、饱满

共鸣及情感表达，构成了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优美声音。

（二）少儿教师声音塑造的方法与技巧

有关语音与发声等书籍中，就有指导如何练气、练习发声的

方法，可使教师掌握科学的声音塑造技巧。

1. 教师应注重呼吸控制，采用胸腹式呼吸法，通过深呼吸和

慢呼气，保持声音的稳定与持久。

2. 发音练习不可或缺，通过准确的发音和清晰的吐字，确保

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教师需掌握语调和语气的运用，

适时调整声音的抑扬顿挫，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激发其学习兴

趣。

3. 适当的音量控制同样重要，避免声音过轻导致孩子听不清，

也防止声音过大引起不适。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融入节奏

和韵律，通过停顿和韵律变化，使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最后，结

合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增强声音的感染力和表达力，为孩子营

造一个温馨、积极的学习环境。这些声音塑造技巧不仅有助于提

升教学质量，更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三、少儿教师优美声音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孩子接收信息大多来于耳朵和眼睛，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景

象。声音作为信息传递和语言表达、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少

儿教育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优美动听的声音能够让孩子身

心愉悦、开发智力、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且有效调节他们的情绪，

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一）优美声音对孩子情绪的影响

少儿教师的优美声音如同清泉般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对其

情绪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优美的声音能够轻柔地穿透孩子

的耳膜，直抵心灵深处，引发一系列正面的情绪反应。当教师用

温柔、清晰且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讲述故事或传授知识时，孩子们

往往会感受到一种被关怀和被重视的温暖，从而增强安全感和信

任感。

（二）优美声音对孩子自信心的影响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师作为重要的引导者与陪伴者，其

声音质量对孩子自信心的构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优美声音，

如同温暖的春风，能够轻柔地拂过孩子的心田，激发他们内心的

积极力量。当教师以柔和、清晰、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与孩子交流时，

孩子们会感受到被尊重与重视，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是自信心建

立的重要基石。

优美声音不仅能够提升课堂教学的吸引力，还能在无形中增

强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孩子们会因为教师的肯定与鼓励，更加相

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敢于表达自我，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这种

正面的循环，促使孩子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勇敢和自信，为未来的

学习与生活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少儿教师应注重声音修养，

用优美声音为孩子的自信心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三）优美声音对孩子社交能力的影响

优美声音在少儿教育中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媒介，更是情感交

流与社交能力培养的催化剂。教师以温柔、清晰且富有感染力的

声音授课，能够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孩子们在轻

松愉悦的环境中

更愿意开口表达自我，从而增强其自信心。这种积极的互动

模式促进了孩子之间以及师生间的有效沟通，教会孩子们如何在

交往中倾听与表达，提升了他们的社交技巧。此外，教师声音的

感染力还能激发孩子们的情感共鸣，促进他们学会共情与理解他

人，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因此，优美声音在无形中

促进了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为他们未来的社会适应与人际交往

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四、研究结论

首先，少儿教师拥有并塑造优美声音，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优美声音不仅能够有效吸引孩子的注

意力，提高教学互动的质量，还能通过其柔和、富有感染力的特质，

营造温馨、和谐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孩子形成积极向上的情感态

度和稳定的情绪状态。

其次，优美声音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促进他们

认知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通过运用声音的变化和节奏，能够更

生动地呈现知识内容，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从而增强学

习效果和孩子的自信心。

最后，少儿教师塑造优美声音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情感教育

的体现。教师在不断修炼和提升自身声音素质的同时，也在传递

着关爱、耐心和尊重等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因素对于孩子健康人

格的塑造和良好品德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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