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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们对幼儿幼儿早期读写的认识经历了以阅读准备为主导的传统认识和以读写萌发为主导新认识两个阶段"目前读

写萌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是早期读写教育的主导型研究范式$本文介绍了读写萌发的相关概念$把读写萌发理论介绍到我

国可以增强我们对于幼儿读写发展的理解"也可以改进我国幼儿读写教育方面的实践"同时汉语背景下读写萌发的研究也有

利于丰富读写萌发理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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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能力在一个人受教育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

要地位"如果一个人的读写能力比较薄弱他就很难

在学业中有出色表现$在幼儿教育领域中"读写教

育是幼儿家长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否进行读写

教育(和'如何进行读写教育(也是我国学前教育工

作者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国外早期教育工作者在

对幼儿进行读写教育时"以'读写萌发%

363)

N

3*:

,1:3)+=

;

&(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我国台湾和香港地

区的幼儿教育领域也有'读写萌发(的相关研究和

应用$

一"早期读写教育理念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的早期读写能力理论

根据
M3+,

和
.(,R>

;

对于读写方面文献研究"

从
#C""9

晚期1

#E!"9

"西方关于读%

)3+L1*

N

&和写

%

O)1:1*

N

&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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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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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们认识到

幼儿早期和幼儿园阶段是读和写的'准备阶段("

#E!F

年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

5+:1'*+,\'661::33

'*T3+L1*

N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阅读准备%

)3+L1*

N

)3+L1*399

&(的概念,

#

-

$自此以后"'阅读准备(的理

论作为指导西方幼儿读写教育的教育哲学长期占据

着主导地位"但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部人们对幼儿

读写的理解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天性和教养

%

*+:()3+*L*():()3

&之争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

者最基本的一个争论"研究者对于'阅读准备(的两

个不同阶段的认识就反映了这个基本的争论$

#?

成熟理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在'阅读准备(的第一个阶段"成熟理论%天性的

方面&占据着读写教育的主导地位"这种理论认为读

写准备是成熟的结果$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阿诺德

+格赛尔%

D)*',LW393,,

&是成熟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做过著名的'双生子爬楼梯(的实验"实验生动地

说明了生物方面的成熟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认

为没有生物成熟为基础的教育训练是没有作用的"

即使这种教育训练产生作用"这种过早的教育训练

所取得的优势也会被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幼儿在生理

成熟以后快速赶超$

格赛尔的成熟理论影响了早期的阅读教育"'格

赛尔%

#E!F

&作为一个早期发展心理学家"认为成熟

%

6+:()3

&是阅读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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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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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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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

支持将阅读教学推迟到儿童心理年龄达到
B

岁半时

进行$根据儿童的智力水平"他或她早在
F

岁左右"

有时更早"或晚到
C

岁左右能够达到这个心理年

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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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论视野下"人们虽然认识到早期阅

读读写对于后来的正式的读写教育的重要性"但是

认为读写是儿童生理自然成熟的结果"认为人们对

此无能为力$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工作者就采

取了一种'无为(的态度"在儿童到达一定的年龄以

前不对其进行读写方面的教育训练$

!?

重视教育训练的阶段

'在
#EF"9

后期和
#EB"9

"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从

把阅读准备看做成熟的结果转向把准备认为是后天

经验的产物$(

,

%

-

$这就是阅读准备理论的第二个时

期$在这个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儿童后天

经验"即'教养%

*():()3

&(方面的重要性$行为主义

心理学0苏联卫星上天后进行的教育改革都对这种

理论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人们对于幼儿

早期读写方面的发展和读写教育的认识得到了深

化"人们也开始关注教育应该有所作为的方面"学前

教育开始更多地承担起在读写方面的责任$'相关

研究的重点也从关注何时才能对儿童进行正式读写

教育"转向探讨儿童是如何主动获得读写知识和经

验的"以及如何提供优质的教育"促使儿童在学前期

获得读写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准备(

,

G

-

$

在这个阶段研究者提出"为了让儿童在进入学

校以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正式的读写方面的学习"他

们需要掌握的一系列的技能"要求在学前教育阶段

教授幼儿诸如从左到右认字0一页页地翻书等前阅

读%

J

)3U)3+L1*

N

&技能和前书写%

J

)3UO)1:1*

N

&方面的

技能$'前阅读(和'前书写(的理念也影响了我国的

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比如在我国的.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

!""#

&中就有'利用图书0绘画和其

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0阅读和书写兴趣"培

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

,

F

-的表述$

%二&读写萌发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
#E$"9

开始"研究者们开始挑战传统的阅读

准备的态度和实践,

#

-

$当人们还在争论早期读写能

力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时"有学者开始对

阅读准备这个概念提出挑战"认为持阅读准备观的

研究者努力寻找的儿童准备好学习读写的时间点是

不存在的"从早期读写到常规读写%

='*83*:1'*+,,1:U

3)+=

;

&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这些学者认为"早

期读写能力既不是儿童自动获得的"也不是成人直

接教会的"而是一个儿童主动参与其中持续习得的

过程,

%

-

$这样"人们对早期读写能力%

3+),

;

,1:3)+U

=

;

&的研究逐步从阅读准备向'读写萌发%

363)

N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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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转型"人们正以一种有别于'阅读准

备(的新的研究视野对儿童早期读写能力进行审视"

研究者对早期读写能力的认识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

阶段$

#EC"9

中期"早期读写领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

理论转型"'阅读准备(的概念逐渐为一个视角所替

代"这个视角就是'读写萌发(

,

F

-

$

M3+,3

和
.(,R>

;

%

#ECB

&指出"必须把读写萌发看成'范式转型%

J

+)+U

L1

N

69/1-:

&(%

a(/*#ECB

&"以前被看做儿童读写能

力中核心的方面111字母
A

命名%

,3::3)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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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现在被看做次要的"而以前被看不重要"

甚或被看做功能障碍的方面111创造拼写%

1*83*U

:3L9

J

3,,1*

N

&111被看做是至关重要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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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教育家于
#EBB

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最早使用了'读写

萌发(一词"她认为'应该避免使用4为阅读做准备

%

J

)3

J

+)+:1'*-'))3+L1*

N

&3或4阅读准备3%

)3+L1*

N

)3+L1*399

&或4前阅读3%

J

)3A)3+L1*

N

&这些术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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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萌发理论的支持者把早期阅读称为'萌发的阅

读(%

363)

N

3*:)3+L1*

N

&"把早期书写称为'萌发的书

写(%

363)

N

3*:O)1:1*

N

&"使其在术语使用上不同于

阅读准备的相关概念$读写萌发理论是研究早期读

写的一个视角"是研究早期读写的许多理论的其中

之一"'萌发的阅读(和'萌发的书写(在术语使用上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前阅读(和'前书写($

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决不是单纯的识字"更不是

像中小学那样认读$张滢从拼写发展和单词学习的

角度探讨了读写能力发展的复杂进程,

C

-

$读写萌发

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学前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影

响"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者所接受$

张艳就指出早期读写能力是一种读写萌发,

E

-

$由于

这种理论不为国内研究者所了解"故在使用这些术

语时产生了不准确判断$实际上"他们却在术语使

用上混用了不同研究理论范式的术语$

二"读写萌发的概念和研究视角

%一&读写萌发的概念

幼儿早在进入学校进行正式读写方面的学习以

前"就在日常生活中理解文字的功能"认识一些具体

的生活情境中的符号和标志"例如"认识马路上的各

种交通标志0能够识别自己喜爱的食物的标记$幼

儿也在游戏情境中装扮成成熟的读者和书写者"在

游戏中煞有介事地假装读写$这些在以往被看成不

成熟的行为"在成人看来不是真正的读写活动的行

为都蕴含着幼儿读写能力的发展"都是幼儿读写萌

发的行为表现$

幼儿学习读写是在生活中持续萌发展现的过

程"幼儿早期读写能力逐渐发展的现象称为'读写萌

发($幼儿的读写萌发是蕴涵于人类语言的整体发

展系统"人类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听0说&和书面语言

%读0写&"幼儿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发展是相互关

联的沟通系统"两者都是有目的0有功能的过程$读

写萌发的概念着重于从幼儿的观点0而非成人的想

法"了解幼儿的读写发展"其主要概念包括#幼儿在

生活中就开始学习读写0幼儿学习读写是一种社会

历程0幼儿是学习读写的主动者0以及阅读和书写时

相互关联发展,

#"

-

$

读写萌发的过程决不是仅仅掌握一些技能0技

巧"更不是仅仅学会认字和写字"读写萌发是一个复

杂的0多方面的发展过程'读写发展包括掌握一系列

与书面语言有关的复杂的态度0期望0感情0行为和

技巧$这些态度和技巧构成了叫做4读写萌发3的东

西(

,

##

-

$这就意味着"幼儿在读写萌发的过程中"作

为教育者的成人不仅要关注幼儿读写方面技能的获

得和行为表现而且要关注幼儿对于读写所持有的期

待0情感$如果幼儿对于读写没有积极的情感"即使

幼儿认识了一些字0会写一些字"这对于幼儿来说也

是有害无益的$对于幼儿的长远发展来说"那种只

注重识字数量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

读写萌发的顾名思义是读和写的萌发"包含着

萌发的阅读%

363)

N

3*:)3+L1*

N

&和萌发的书写%

3U

63)

N

3*:O)1:1*

N

&两个部分"相应地幼儿在其中就是

萌发的阅读者%

363)

N

3*:)3+L3)

&和萌发的书写者

%

363)

N

3*:O)1:3)

&"两者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且相互

关联"萌发的阅读和萌发的书写并不是两个分别进

行的方面$

%二&读写萌发的研究视角

'读写萌发(的理论是研究者对以往的'阅读准

备(的理论不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论本身有着

区别于以往理论的显著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

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立场对读写萌发进行了研究$

#?

读写萌发的发展性视角

研究者最早是以发展性的视角对读写萌发进行

研究的"'在此视角下是
W''L6+*

%

#ECB

&"

Y=\')U

61=̂

和
Y+9'*

%

#ECB

&"

.:)'663*

和
Y+:39

%

!"""

&"

还有
a,33=̂

%

#EEC

&分别做出了研究框架$这些研

究框架的共同假设是"首先发生的是对印刷文字

%

J

)1*:

&和意义%

63+*1*

N

&的理解"之后才是对印刷

文字形式%

J

)1*:-')6

&的理解(

,

#!

-

$

例如"在
Y=\')61=̂

和
Y+9'*

的框架下"读写

萌发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三

个不同的发展水平#印刷文字功能%

-(*=:1'*9'-

J

)1*:

&"印刷文字形式%

-')6'-

J

)1*:

&"印刷文字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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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协调%

='')L1*+:1'*'-:/3-')6+*L-(*=:1'*

'-

J

)1*:

&$对于第一个水平"印刷文字功能来说"儿

童对于读写的理解是依赖于背景的%即与印刷文字

发生的环境紧密相连&$他们开始阅读诸如街道上

的标志这类环境中的印刷文字"但是这些相同的文

字出现在不同的情景中时他们可能就读不出来$在

读写萌发的第二个水平"印书文字形式的阶段"因为

他们对于印刷文字的注意从功能转向了形式"他们

能够将语音分析运用于印刷的文字%

J

)1*:3LO')L9

&

之上!因此"儿童能够通过对字母
A

声音%

,3::3)A

9'(*L

&的理解了解印刷的文字%

J

)1*:3LO')L9

&的结

构"而不是只依赖图画或环境情境%如"街道上的标

志或饭店标志&提供的背景线索$在读写萌发体系

最后的协调阶段"儿童同时运用他们对于印刷文字

功能和印刷文字形式的理解$由于儿童形成了诸如

通过注意正字法冗余%

'):/'

N

)+

J

/1=)3L(*L+*=

;

&和

语音模式这些更加清晰和更有效的方式对印刷的文

字进行解码"他们能把更多的注意投向字词的意

义,

#%

-

$这种发展性的视角是对于儿童读写萌发的

一般性0普遍性的发展阶段做出的概括"他们试图找

出儿童在获得萌发的读写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

技能的普遍性的顺序$

第二种研究视角对于读写萌发的组成部分进行

了研究"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关注的主要是读写萌

发阶段特有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组成部

分的框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

&在他们成为传统意

义上的读者和书写者之前"儿童了解了阅读和书写

方面的什么%知识&!%

!

&他们怎样展示那些知识%技

能&

,

#!

-

$'读写萌发阶段组成部分的研究框架包括

由
.:')=/

和
P/1:3/()9:

%

!""!

&和
8+* a,33=̂

%

#EEC

"

!""%

&提出的框架(

,

#!

-

$当然"还有其他学

者对此提出的其他的框架$

!?

读写萌发的组成部分视角

.:')=/

和
P/1:3/()9:

的框架由
P/1:3/(39:

和

V'*1

N

+*

早在
#EEC

年提出的关于组成部分的框架

发展而来"那个框架描述了由内到外的技能%

1*91L3

A'(:9̂1,,9

&%儿童关于将印刷文字转化成声音和将

声音转化成印刷文字的规则的知识&和外到内的技

能%

'(:91L3A1*9̂1,,9

&%儿童对于他们试图阅读或书

写的文字发生的背景的理解&$

.:')=/

和
P/1:3U

/()9:

的框架将儿童读写萌发的知识和技能分为编

码相关的技能%

='L3A)3,+:3L9̂1,,9

&和口语技能%

'U

)+,,+*

N

(+

N

39̂1,,9

&

?

编码相关的技能包括印刷文字

的习惯用法%即阅读的方向性&"书写的开始形式%即

书写自己的名字&"字形知识%即辨别字母表中的字

母&"字形
A

语音对应%即"字母
6

发
#

6

#

音的知

识&"语音意识%即单词
>''̂

以
#

>

#

音开始的知识&$

口语技能包括语义知识%单词知识"表达和接受词

汇&"句法知识%字词顺序和语法规则的知识&"叙述

性讲话%即讲故事&"和概念性知识%即关于世界的知

识&$在读写萌发阶段获得的口语和编码有关的知

识构成了传统读写能力的基础,

#!

-

$

%?

读写萌发的影响因素

读写萌发阶段最新的研究框架反映了各个学科

在儿童发展研究方面获得的日益增长的知识"即儿

童的不同发展阶段是由儿童和环境因素造成的"这

些因素或单独发生作用0或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起作

用,

#!

-

$强调儿童和家庭或环境影响读写萌发阶段

的两个研究框架是
Y=5+(

N

/:'*

%

#EEF

&和
P+91̂

和

3̀*L)1=̂9'*

%

!""G

&的研究框架$在其中"

Y=U

5+(

N

/:'*

的研究框架认为影响儿童读写萌发的因

素有四个#%

#

&家庭练习!%

!

&%儿童和家庭&活动!%

%

&

学习和发展的系统"这引起专门技能%

30

J

3):193

&"和

%

G

&环境之间的关系,

#!

-

$而
P+91̂

和
3̀*L)1=̂9'*

的框架则揭示了四个主要的研究变量"它们是#%

#

&

父母亲的特征!%

!

&儿童的特征!%

%

&家庭的读写环

境!%

G

&父母
A

儿童关系,

#!

-

$到现在为止"研究者对

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0父母的信念和对孩子的期

待等因素都作了研究$

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对于读写萌发的普遍发

展阶段0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因素都做成了不同的研

究"这样人们对于读写萌发的理解就更加全面和

深入$

三"引进读写萌发的意义

%一&读写萌发的理念给予我们审视儿童读写发

展的新视野

阿兰说过#'理论是我们的眼睛$(教育理论是教

育家经过艰苦的精神活动对教育实践活动作出的假

设和概括"是教育者以简易的方式理解教育活动的

工具$读写萌发的教育理念向我们揭示了幼儿不同

于成人传统读写方式的一个崭新的早期读写世界"

!#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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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周桂勋"陈
!

鑫#读写萌发教育理念

它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从儿童能够做什么

的角度进行思考"它是学前教育中语言教育方面在

最近几十年的理论新突破$

读写萌发理论从产生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全语言教育理念的理论基

础"'用全语言方法开始早期阅读可以看做是读写萌

发教育哲学在语言教学的延伸(

,

#%

-

$国内研究者将

读写萌发相关概念误译成其他概念就是缺少相关理

论的后果$早在
#ECE

年李连珠就在其博士论文.汉

语读写萌发#台湾幼儿的印刷文字意识/中提到台湾

对于读写萌发理念的了解'尽管西方世界早期读写

能力发展方面的知识日益增多"台湾基础教育学校

的教育者却似乎不知道这种知识(

,

#G

-

$几十年过去

了"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读写萌发的理念已经有了深

入的了解"并作了本土化的研究$

%二&读写萌发的教育理念可以指导我国幼儿的

读写教育

我国学前教育界对于'是否进行读写教育(和

'如何对幼儿进行读写教育(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争

论"而读写萌发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假装阅读和阅

读环境中的印刷文字是萌发的阅读的例子$在儿童

能够阅读以前"他们经常能够认出环境文字中的标

签0标志和其他形式的环境中的印刷文字$假装书

写和学写字母是萌发的书写的例子(

,

#%

-

$在读写萌

发的理念下看幼儿的读写教育"就不是仅仅通过图

画书向幼儿渗透识字教育了"而是接受幼儿'不成

熟(的种种行为"将其视为幼儿真正的读写活动$

%三&汉语背景下的研究会丰富读写萌发理论

读写萌发理念是在以英语为主要文字的国家提

出的"这个理论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成为儿童读写

教育中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后也是在西方国家流

行"其研究主要是在西方世界进行的$然而"一种理

论的发展和成熟需要有更强的适用性"我国研究者

应当研究汉语背景下儿童的读写萌发行为可以丰富

和完善读写萌发理论"使读写萌发教育理念具有更

强的解释能力$

我国台湾的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研究"大

陆地区研究者应通过各台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能够

增强我们对读写萌发行为的理解"为读写萌发理论

的发展做出中国人的贡献"使读写萌发理论能更好

地指导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

#

-

!

7*L3)9:+*L1*

N

,1:3)+=

;

L383,'

J

63*:1*

;

'(*

N

=/1,L)3*

,

[S

)

ZV

-

?/::

J

#))

,1>)+)

;

?+L'

J

:1'*?\'6

)

+):1=,39

"

T3:)1383L'*!"#!ACA%?

,

!

-

!

P1,,1+6Y?̀ ?

"

.:)+:1

N

39-')L383,'

J

1*

N

363)

N

3*:,1:U

3)+=

;

,

Y

-

?S'9:'*

#

Y=W)+O 1̀,,

"

#EEE

#

%?

,

%

-

!

余珍有
?

早期读写
b

早
b

在哪里,

&

-

?

幼儿教育%教育科

学&"

!""C

%

F

&#

#AF?#"?

,

G

-

!

教育部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c

-

?!""#?

,

F

-

!

&+639&?[?

"

&+639I?

"

dI)+*=19P?

"

H,+

;

"

L383,U

'

J

63*:

"

+*L3+),

;

3L(=+:1'*

,

Y

-

?S'9:'*

#

H3+)9'*

"

!""F

#

#%E?

,

B

-

!

<+81LV?I?\/1,L)3*]9363)

N

3*:,1:3)+=

;

#

-)'6)3U

93+)=/:'

J

)+=:1=3

,

Y

-

?V'*L'*

#

H)+3

N

3)

"

#EEG

#

!?

,

$

-

!

\,+

;

Y?S3='61*

N

,1:3)+=

;

#

:/3='*9:)(=:'-1**3)='*U

:)',

,

Y

-

?H'):6'(:/

"

5̀

#

3̀1*36+**

"

#EE#

#

!#?

,

C

-

!

张滢
?

拼写发展论和单词学习法#理论与实践,

&

-

?

陕

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B

%

!

&#

%!A%$?

,

E

-

!

张艳
?

关于幼儿早期阅读能力培养策略研究111基于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的视角,

&

-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

报"

!"#F

"%

#"

&#

%"A%G?

,

#"

-黄瑞琴
?

幼儿读写萌发课程,

Y

-

?

台北#五南"

#EE$

"

%!?

,

##

-

Y=V+*33

"

&?S?

"

d Y=5+633W?<?M/3L383,'

J

1*

N

=/1,L

#

[+),

;

V1:3)+=

;

,

Y

-

?\+6>)1L

N

3

#

+̀)8+)L7*1U

83)91:

;

H)399

"

#EE"

#

G?

,

#!

-

T/

;

*3)H?Y?[63)

N

3*:,1:3)+=

;

+*L,+*

N

(+

N

3L383,U

'

J

63*:

#

J

)'6':1*

N

,3+)*1*

N

1*3+),

;

=/1,L/''L

,

\

-

?

53Oe')̂

#

M/3W(1,-')LH)399

"

!""E

#

#"

"

#!

"

#B

"

#$

"

#$

"

!#

"

!!

"

!G?

,

#%

-

P/1:3/()9:

"

W?&?

"

dV'*61

N

+*\?&?\/1,LL383,'

J

U

63*:+*L363)

N

3*:,1:3)+=

;

,

&

-

?\/1,L<383,'

J

63*:

"

#EEC

"

BE

%

B

&

?

,

#G

-

V33V?&?[63)

N

3*:,1:3)+=

;

1*\/1*393

#

J

)1*:+O+)3*U

393'-

;

'(*

N

=/1,L)3*1*M+1O+*

,

<

-

?H/'3*10

#

M/37U

*183)91:

;

'-D)1R'*+

"

#ECE?

'责任编辑
!

熊
!

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