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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儿童语⾔言发展：⼉儿童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成长变
化的过程和现象。

 敏感期：指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一 
时期个体对形成这些能⼒力和⾏行为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

⼉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儿童身⼼心在⼀一定年龄阶段
中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特征及发展趋向。



    3-6岁⼉儿童⼝口语发展的年龄特征
语音 词汇 语句 ⼝口语理解与表达

3-4 
岁

• 3〜～4  岁是
幼⼉儿掌握语
⾳音 的 关 键
期，语⾳音发
展成为幼⼉儿
⼝口语发展的
⾸首要因素。

• 幼⼉儿对韵⺟母
的发⾳音较易
掌握，正确
率 ⾼高 于 声
⺟母。

• 3-4岁是词汇增⻓长的⾼高速期，掌
握的词汇量⼤大约是1100-1600。

• ⼤大多以名词、动词为主。那些代
表具体事物的名词和具体动作的
动词是幼⼉儿⽣生活中常常经历和感
知到的，所以容易掌握。

• 运⽤用形容词的能⼒力有了初步的发
展，能掌握表明事物具体形态或
性质的词，如⼤大、⼩小、多、少、
⾼高、低等运⽤用起来还不够准确。

• 数词和量词较难掌握，常
⽤用“个”来代替所有的量词。

• 3 岁左右的幼⼉儿已能⽤用词组成简单的
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句⼦子经常
不完整，常出现没有主语的短语或⽤用
词颠倒的情况，如“妈妈，玩”（缺少
主语“我”）。

• 这时幼⼉儿的语句⾮非常简单，没有任何
修饰成分，即使能说出“⼩小⽩白兔”“⼤大灰
狼”等短语，实际上也是将这些短语
作为⼀一个词来学习、理解和运⽤用的，
并没有区别出修饰词和被修饰词。

• 3-4 岁幼⼉儿在与⼩小朋友交往中常
出现有趣的“集体讨论”现象。表
⾯面上看他们似乎很热烈地交谈
着，但实际上内容毫⽆无联系。

• 已有了向别⼈人独⽴立表达思想、
讲述⾃自⼰己经验的愿望，但他们
常常不敢在⼤大家⾯面前讲话，所
以说起来断断续续，带有很强
的情境性。

• 他们的讲述还表现出明显的⽆无
逻辑性，如主题不明确，只罗
列具体事物或现象等。

4-5 
岁

• 4岁以上⼉儿
童⼀一般能掌
握本民族语
⾳音的全部语
⾳音。此后发
⾳音 开 始 稳
定，趋于⽅方
⾔言化，即开
始局限于本
族或本地语
⾳音。

• 4-5岁时幼⼉儿掌握词汇数量增加
最快的时期，约为1600-2300。

• 对词义的理解较以前深刻了，对
形容词的使⽤用也能做到理解词义
并较为准确、恰当地使⽤用。

• 对量词的掌握仍感到很困难，只
有那些能经常与具体事物相联系
的量词，才能熟练掌握，如“⼀一辆
汽⻋车”“⼀一只鸡”“⼀一头⽜牛”等。

• 表⽰示时间概念的词，幼⼉儿运⽤用起
来还不够准确，经常混淆。

• 能正确地运⽤用简单句说明⾃自⼰己的意思
或描述⻅见闻，呈现出由单句向复合句
发展的趋势，复合句⽐比例有所增加，
但由于他们对关联词语运⽤用还不够⾃自
如，所以常常省略关联词语。

• 随着句⼦子中所含词汇量的增加，有修
饰的语句开始占优势。同时，幼⼉儿对
某些词义不完全理解，对句⼦子形式的
掌握也不准确，所以还常出现⽤用词不
当或逻辑混乱的现象。这时的幼⼉儿对
语法有明显的意识，能发现别⼈人说话
时的语法错误，也怕因⾃自⼰己表达错误
⽽而被别⼈人笑话。

• 4-5 岁的幼⼉儿逐渐能就某⼀一个主
题展开谈话，并注意事物之间
的联系和讲述的重点。

• 能独⽴立讲故事或叙述各种事
情，连贯性、完整性也有所增
强，在叙事物时有了时间、地
点、起因、经过与结果的概
念。

5-6 
岁

• 注意对个别
⼉儿童的语⾳音
矫正。

• 5-6幼⼉儿的词汇已经相当丰富，
约为2300-3500。

• 各类词汇都能掌握⼀一些，对词义
的理解也⽐比较深刻，已经掌握了
⼀一些概括性的词汇和具有因果关
系、条件关系的词汇。

• 5-6岁幼⼉儿知识经验⽐比较丰富，抽象思
维也有了相应发展，已经掌握了较为
复杂的语⾔言形式，学会了运⽤用各种复
合句。

• 幼⼉儿都已掌握疑问句的所有形式，但
对被动句的理解⽐比较晚，这时只能初
步了解，还不能灵活运⽤用。

•  5 〜～6 岁幼⼉儿讲话的连贯性、逻
辑性更为突出。在连贯性、逻辑
性发展的同时，幼⼉儿也能逐渐掌
握和运⽤用⼀一些说话的技巧，如表
情、语调、速度等，这⼀一时期，
有些幼⼉儿已能⽣生动、有感情地描
述事物了，但这些能⼒力的获得，
主要来⾃自成⼈人的培养和教育。



                 幼⼉儿的早期阅读
幼⼉儿早期阅读：指学龄前⼉儿童凭借变化的⾊色彩、图像、⽂文
字或凭借成⼈人形象的读讲来理解读物的⼀一种活动。

早期阅读是幼⼉儿从⼝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的前期阅读准
备和前期书写准备，其中包括知道图书和⽂文字的重要性，
愿意阅读图书和辨识⽂文字，掌握⼀一定的阅读和书写准备等。

早期阅读就是读故事书上的字吗？

对年幼的⼉儿童来说，只要是和
阅读有关的活动，都算是阅读。

阅读能⼒力+阅读习惯+阅读情感



               幼⼉儿前书写能⼒力的培养
前书写技能培养是指幼⼉儿书写汉字、书写拼音的有关书法⽅方面的基本动作、⽅方位知觉、字
型辨别、书写⽅方式、书写习惯等技能的学习与培养。通过书写形式（绘画样式）的练习，
向幼⼉儿渗透有关笔画、笔顺、间架结构的知识，帮助幼⼉儿建立上、下、左、右、里、外等
空间知觉，掌握前书写技能。了解有关汉语汉字构成和书写，获得⼀一些有关汉字书写的经
验，更重要的是获得正确的书写习惯，为幼⼉儿进⼊入小学以后正式学习书写汉字做好准备。

特别要注意的是，前书写不仅仅是写字，是为幼⼉儿将来书写、写作⽽而做的准备⼯工作。



MHIS的中⽂文教学
跨学科探究课程中的中⽂文教学

• 在探究活动中观察、记录、思考、
提问、对话、概括总结

• 与探究活动和价值观培养相关的
故事、⼉儿歌、散⽂文等⽂文学作品

• 在探究活动和品德教育中出现
的⽂文字、符号



MHIS的中⽂文教学
双语环境中的中⽂文教学



家庭环境如何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

⾼高质量的陪伴与互动

良好的的语⾔言示范

重视语⾔言发展中
的情感因素

营造阅读环境和氛围

正确看待孩⼦子的性格倾向



呵护好奇⼼心， 
增强自信⼼心， 
塑造⼀一颗求真向美的⼼心， 
为了⼀一⽣生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