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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21世纪技能是美国的核心素养框架。美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CCSS）致力于培养具有21世纪技能的公民，它的制定

以大量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学习进阶理论为指导，以大学和职业需求为锚定标准，聚焦严格的知识内容和清晰连贯的应用要

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操作性，是落实美国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其语言标准主要从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综合四部分详细

描述了K-12年级（幼儿园到高三）学生在语言各领域的应知应能，各级条目陈述具体明确，便于幼儿教师参考。在强调坚实的

语言内容知识、数字技术素养、交往与协作能力、实证精神、高阶思维技能、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方面体现了标准对信息时代挑战

的回应，因此对世界各国语言核心素养落实到课程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核心素养；语言入学准备；美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CCSS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0）04-0017-07
PDF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20.04.003

A Standard of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Admission to Kindergarten Pointing
to Key Competence——Inspiration from CCSS,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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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amework for the Key Compet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bout skills in 21st Century.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 i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21st century skills,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implementing the Key Compet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mulation of CCSS i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guided by the learning progression theory,
anchored by the needs of universities and careers, focusing on strict knowledge content and clear and coherent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which is highly scientific and operational. The language standard of CCSS mainly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the K-12 grade (kindergarten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various fields from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language synthesis. The entries at all levels are
clearly defined, which are easy for preschool teachers to refer to. It reflects the standard’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erms of emphasizing solid knowledge of language content, digital technical
literacy,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bility, positive spirit, high-level thinking skills, and respect for
children’s subjectivity. Therefore, it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to implement core language
literacy into curriculum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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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进入

“信息时代”，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人的职业生活、日常

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回应这些变化对教育培

养目标的巨大挑战，“核心素养”的概念应运而生，核心

素养也因此被称为“21世纪技能”。

一、美国CCSS以课程标准的方式落实21

世纪学习框架

在教育需要回应新的时代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委员会、美国等组织

和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素养框架。其中美国的核

心素养框架“Framework for 21stCentury Learning”

（21世纪学习框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1世纪

学习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21世纪技

能，第二部分是核心学科和21世纪主题。21世纪技能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学习与创新技能，包括批判

性思维和问题解决、创造与创新、交流、协作这四种技

能，简称4C’s（Critical thinking；Creativity；Communi-

cation；Collaboration）。第二，数字化技能，包括信息素

养，即了解何时需要信息，能够识别、定位、评估信息并

有效地使用信息解决手头的问题；媒介素养，即接触、

批判性评价和创造媒体的实践；通讯技术素养，即利用

计算机存储、检索、传输和操作数据或信息以及整合的

通信技术。第三，职业与生活技能，包括灵活性与适应

性、首创精神与自我导向、社会与跨文化互动、有生产

能力并履行义务、领导力与责任心五个方面。核心学

科包括：英语、阅读或语言艺术、世界语言、艺术、数学、

经济、科学、地理、历史、政府与公民；21世纪主题包括：

全球意识、金融/经济/商业/创业素养、公民素养、健康

素养、环境素养；除此之外还包括与以上内容对应的标

准与评价、课程与教学、专业发展、学习环境系统［1］。

这些技能、学科、主题的提出都是为了应对21世纪的

社会生产和个人生活对教育的挑战。

为了培养具有21世纪素养的公民和统一各州基

础教育课程标准，美国研制了《各州共同核心标准》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简称 CCSS）。2012

年，CCSS已经被4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两个属

地正式宣布采用［2］。CCSS以课程标准的形式落实21

世纪技能，例如融入了21学习框架中的“4C’s”［3］。因

此，研究CCSS对其他国家的核心素养落实具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CCSS语言标准以大量实证研究为基础，以

学习进阶理论为指导，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和连贯

性。在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综合方面都具有清晰的

年级标准和锚定标准，对教学实践具有较强指导性。

CCSS的语言标准（English Language Arts & Litera-

cy in History/Social Studies，Science，and Techni-

cal Subjects，简称ELA）认为，为了进入大学和职业生

涯做好准备，个体应该具有以下语言能力：独立表达复

杂、多样的信息并进行有效论证的能力；扎实的跨学科

语言素养；能够基于不同听众、任务、规则进行有效交

流；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保持批判性；能在口头和书面

表达中重视证据；能娴熟地使用数字媒体；能理解和欣

赏不同的视角和文化［4］。CCSS的语言标准包括英语

语言艺术以及历史、社会研究、科学和技术学科中的语

言素养两部分，从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综合几个方面

陈述了K-12（幼儿园到高三）年级学生在语言方面的

应知应会。下文主要介绍CCSS语言标准中幼儿园大

班毕业时在语言方面的应知应会。

二、CCSS中的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标准

CCSS语言标准在内容框架上主要包括阅读、写

作、听说、语言综合四部分，每个部分都详细阐述了具

体年级标准（grade-specific standards），本文主要介

绍幼儿大班毕业时应该具有的语言准备水平，也就是

幼儿的语言入学准备水平。

（一）阅读准备标准

阅读标准包括文学（Literature）、信息文本（Infor-

mational Text）阅读和语言基础技能两个部分，文学和

信息文本从关键思想和细节（Key Ideas and De-

tails）、艺术手法和结构（Craft and Structure）、知识和

观点的整合（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阅

读范围和文本难度（Range of Reading and Level of

Text Complexity）四个方面阐述，详细内容见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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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础技能从书面文字概念（Print Con-

cepts）、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发音基

础教学与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流利

度（Fluency）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详细内容见表2所示：

（二）写作准备标准

写作部分主要从文本类型与目的（Text Types

and Purposes）、写作的出版和流程（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riting）、探究建构和呈现知识（Re-

表1 文学、信息文本阅读标准

关键思想和细节

艺术手法和结构

知识和观点的整合

阅读范围和文本

难度

文学类

在鼓励和支持下，能够对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行

问答

在鼓励和支持下，复述熟悉的故事，包括关键信

息

在鼓励和支持下，识别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场景

和主要事件。

文中遇到生词会通过提问寻求答案

识别常见的文本类型(例如，故事书、诗歌)

在鼓励和支持下，说出故事中插图画家和作者的

名字，在讲故事时说明每一个角色。

在鼓励和支持下，描述图文呈现出的关系，（例如

图画描绘了故事中的什么时刻）

不适用于文学

在鼓励和支持下，比较相似故事中人物的经历和

冒险活动

积极主动地参加小组阅读活动，并能理解活动的

目的和内容

信息类

在鼓励和支持下，能够对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行问

答

在鼓励和支持下，找出主题和重述文本的关键信息

在鼓励和支持下，描述文本中两个人、两件事、两个

观点、两段话之间的关系

在鼓励和支持下，文中遇到生词会通过提问寻求答

案

识别书籍的封面、封底和标题页

能说出文本和插图的作者，通过表达出的信息和观

点定义每一个角色

在鼓励和支持下，描述图文呈现出的关系（人物、地

点、事件或者画面表达出的观点）

在鼓励和支持下，在文中识别作者支撑观点的理由

在鼓励和支持下，识别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中的相

似和差别（例如插图、说明、过程）

积极主动地参加小组阅读活动，理解活动的目的和

内容

表2 语言基础技能标准

书面文字概念

语音意识

发音基础教学与语

音意识

流利度

具体内容

理解印刷体的组织和基本特征

a．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页一页地阅读

b．认识到口头词句通过特定的字母序列在书面语中表达出来

c．理解印刷体中词与词之间有空格

d．能识别和读出字母表中所有的大小写字母

理解口语词汇、音节和发音(音素)

a．能识别并发出有韵律的词汇

b．会数、读、混合、切割口语词汇中的音节

c．在混合和分段的基础上开始拼出单音节口语词汇

d．能单独发出三个音位的辅元辅结构的词汇中的首音、中元音和尾音（不包括以/l/，/r/，or /x/结尾的词

汇）

e．用简单的单音节单词添加或替换单个音节（音素）以创建新单词。

在学前水平理解和运用自然拼读法和词汇分析技术解码单词

a．掌握通过每个辅音主要的和最常见的发音和字母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基础知识

b．把五个主要元音的长音和短音与常见的拼写联系起来

c．能读出常见的高频词汇（例如：the，of，to，you，she，my，is，are，do，does）

d．通过字母的发音区别两个形近词的差别

有目的地去阅读和理解（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现的文本

张娟娟，陈旭远：指向核心素养的幼儿园语言入学准备标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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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to Build and Present Knowledge）三个方面进 行阐述，详细内容见表3所示：

（三）听说准备标准

听说部分主要从理解与合作（Comprehension

and Collaboration）、表达知识与观点（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详

细内容见表4所示：

文本类型与目的

写作的出版

和流程

探究建构和

呈现知识

具体内容

综合运用画、说和写的方式表达一些关于书名或主题的观点，陈述偏爱的主题和书（例如我最喜欢的书是

……）

综合运用画、说和写的方式去表达信息或者解释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命名自己正在写的东西并提供一些支

持主题的信息。

综合运用画、说和写的方式去叙述一个事件或者几个联系松散的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并阐述对所

发生的事情的反应

在成年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回应同龄人的问题和建议，并根据需要充实作品的细节

在成年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在与同伴合作中探索用一系列数码工具生产和出版作品

参与分享性的研究并写出写作计划（例如，探索一个最喜欢的作家作品的数量并对其表达看法）

在成年人的指导和支持下，根据从经验中回忆的信息或者从给予的材料中搜集信息回答问题

表3写作准备标准

表4 听说准备标准

理解与合作

表达知识

与观点

具体内容

参与不同伙伴的合作性对话，对话内容关于幼儿园主题和文本，对话形式包括小组和大组，儿童和成年人

共同参与

按照商定的讨论规则（例如：倾听他人，轮流发言）

通过多种交流方式继续对话

通过对关键信息提问确认理解了朗读或口头陈述或媒体播放的信息，如果没理解能要求对方进一步说明

通过问答寻求帮助、获得信息或者澄清不太懂的内容

描述熟悉的人，地点，事物和事件，在鼓励和支持下，提供额外的细节

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信息时，可添加绘图或其他视觉展示

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感觉、观点

（四）语言综合准备标准

语言综合部分主要从标准英语的惯例（Conven-

tions of Standard English）、词汇获得与应（Vocabu-

lary Acquisition and Use）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详细内

容见表5所示：

表5 语言综合准备标准

标准英语的惯例

具体内容

在写作和口语中遵循标准英语语法和用法的惯例

a.会写大小写字母

b.使用经常出现的动名词

c.口头上通过加/s/或者/es/形成规则的名词复数

d.理解和使用疑问词（e.g.，who，what，where，when，why，how）

e.使用最常用的介词（e.g.，to，from，in，out，on，off，for，of，by，with）

f.在分享语言活动中形成和展开完整的句子

在写作时遵循标准英语大小写、标点和拼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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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获得

与应用

a.大写起首第一个词和代词

b.能识别和叫出标点符号的名字

c.能够写出音素中含有常用辅音及短元音的字母和字母组合

d.运用字母与发音关系的知识，拼写简单的单词

根据幼儿园的阅读内容，澄清生词、多义词及短语

辨别熟词新意并准确地运用它们

（(例如知道“duck”是“鸟”并学习其动词词义“闪避”）

使用最常见的前缀和后缀并作为线索去推断未知词的意思

在成年人的引导和支持下，探究词的关系和词义中的细微差别

将常见物品分类(例如，图形，食物等)来获得这个类别表征的感觉

通过对应的反义词理解常见的动词和形容词

识别单词之间的真实联系和它们的用法（例如幼儿园里的空间都是色彩缤纷的）

通过亲身操作区分描述大致相同动作的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别，

例如，散步（walk），齐步走（march），趾高气扬地走（strut），阔步欢快地走（prance）

使用在对话、阅读、听人朗读、或者回应文本（写读后感想）中获得的词汇和短语

三、CCSS的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标准对我

国的启示

与其他语言入学准备标准相比，CCSS有两个特

点：第一，以进入大学和职业生涯应该具备的语言素养

这一目的为“锚”设计标准，在这个“锚定”的目标之下

确定不同学段的语言标准，各阶段从低到高面向一致

的“锚定”标准学习，各学段学习过程在“锚定”标准的

统帅下保持连贯。第二，CCSS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积极回应信息时代社会对个体的语言挑战，直面个体

在大学、职业生涯、终身学习方面的语言需求，比如对

数字技术和跨媒体语言素养的重视。这些内容都值得

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一）强调坚实的内容知识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教育的两个最

重要的目标是促进保持和促进迁移，迁移的出现是有

意义学习的标志。”［5］保持需要儿童记住所学的东西，

而迁移需要学生记住、理解、并运用它们所学的东西。

在迁移过程中，记忆指从长时记忆系统中提取有关信

息；理解指通过解释、举例、分类、概要、推论、比较、说

明等认知过程从口头、书面信息中建构意义；而运用则

指的是在给定的情境中执行或实施某程序。整个“迁

移过程”都需要以坚实的内容知识为基础。所以，无论

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心素养、美国21

世纪学习框架还是中国的核心素养框架首先都强调对

母语中坚实的内容知识的掌握。CCSS语言标准从阅

读、写作、听说、综合语言方面都强调儿童对基础语言

内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例如，在语言综合的

“标准英语的惯例”部分，要求儿童遵循标准英语语法

和用法的惯例，包括：会写大小写字母（保持）；使用经

常出现的动词和名词（运用）；口头上通过加/s/或者/es/

形成规则的名词复数（运用）；在分享语言活动中形成

和展开完整的句子等（运用）。在文学作品阅读中，要

求幼儿能了解和复述故事及其关键细节；能识别故事

中的人物角色、场景和主要事件。掌握坚实的母语内

容知识是掌握古今中外人文领域知识的基础，也是形

成核心素养的基础。家庭和幼儿园可以共同努力促进

儿童具体语言内容的学习，例如优化读写环境，围绕相

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等［6］。

（二）重视数字技术素养

在信息时代，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变得

飘忽不定，“假新闻泛滥已经成为‘后真相’时代的一大

顽疾”［7］。个体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媒介素养才能在

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成为信息时代的受益者而不是

受害者，因此“数字技术素养”成为了最具21世纪时代

特征的素养。由于信息的最重要载体是语言符号，所

以信息媒介与语言教育具有天然的联系，CCSS语言标

准十分注重在语言教育中融合数字技术素养（Digi-

tal literacy）。1994年，数字技术素养（Digital liter-

acy）概念由以色列学者YoramEshet-Alkalai提出，他

认为数字素养框架包括五大要素，分别是“图片-图像

素养、再生产素养（整合现有媒体信息赋予其新的意

义）、分支素养（运用非线性思维，将各种貌似不相干的

信息建构成新知识）、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8］

CCSS儿童语言标准中多处强调了对数字技术和跨媒

体素养的重视。例如写作标准部分强调“在成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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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支持下，与同伴合作探索用一系列数码工具生

产和出版作品”通过这一过程，幼儿能够熟悉现代写作

的出版流程和现代媒体技术。在听说标准中，鼓励幼

儿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信息，可添加绘图或其他视觉

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能够学会综合运用多种媒体

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阅读标准中鼓励幼儿表述图文关

系，例如图画描绘了故事中的什么时刻，通过比较文字

和画面，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两种媒介的对应关

系。

（三）重视交往与协作

“核心素养”是适应21世纪这个信息时代对人的

自我实现、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新挑战而诞生的概

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和美国推出了自己的

核心素养框架，这些框架共同追求的素养是“4C’s”，即

协作、交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9］。4C即critical

thinking & problem solving，creativity and innova-

tion，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首字母的缩写。在

“4C’s”中，交往（communication）与协作（collaboration）

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CCSS语言标准鼓励儿童与不

同对象的交往与协作。例如在听说标准中，要求儿童

能按照商定的规则讨论，包括倾听他人、轮流发言等，

能够参与不同伙伴（同伴，教师）不同形式（小组和大

组）的讨论，并能够运用多种方式交流。在写作标准部

分，在成年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回应同龄人的问题和建

议，并根据需要充实作品的细节；以及参与分享性的研

究并写出“写作计划”（例如，探索一个最喜欢的作家的

作品的数量并对其表达看法）。这些标准都指向“4C’

s”中的协作、交往、问题解决。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多种

语言活动促进儿童的交往与协作能力，例如教师可以

通过环境创设以及参与幼儿角色游戏的方式，引导幼

儿的交往和协作行为［10］。

（四）重视实证精神的培养

重视证据是重要的人文精神，也是CCSS语言标

准的重要特征，CCSS语言标准的总目标就强调要“重

视证据”（value evidence），即进行口头和书面的解释

时，要引用具体的证据，在说话和写作时引用相关的证

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听众和读者清楚地了解推理的

过程，并且能够建设性地评估他人对证据的使用情

况。也就是说，在言谈活动中，要重视“证据推理”，只

有详实的证据和逻辑研究的推理过程，才能说服他人、

达成言谈的目的，才能体现语言的力量。大到国际会

议、科学研究，小到日常讨论，证据推理活动几乎无处

不在。因此，“科学推理能力的发展，不仅会影响学生

学业成绩和科学素养，还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

判断和面对社会科学议题（social-scientific issue）时

的决策。”［11］学前儿童已经具备了根据自己观察的结果

进行科学思维的初步能力［12］。在CCSS的儿童语言标

准中十分注重培养儿童的实证精神，例如阅读文学作

品时，要求儿童说出插图和作者的名字，讲故事时说明

每一个角色；在阅读非文学类作品时，识别文中作者支

撑观点的理由。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

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学会运用证据去表达观点并能

评估他人论述中的证据才能逐渐变成一个“负责任的

言谈者”（accountable talker）。即在言谈中能够为谈

话的共同体负责，谈话过程对思维规则负责，谈话时对

所表达的知识负责。

（五）重视培养高阶思维

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

智活动或认知能力。布卢姆（Bloom，B.）教育目标分类

学2001年的修订版本将“认知过程从低到高、从简单

到复杂，分为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层

次，其中后三个层次通常被认为是“高阶思维技能。”［13］

分析是将材料分解并确定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总

体之间的联系；评价可以理解为按照标准做出判断；创

造指整合元素以形成内在的一致或功能上的整体。儿

童思维和语言发展密切相关，维果茨基认为，思维与言

语的“内部关系”是社会历史形式，是人成长的产物，是

在人类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14］。儿

童思维的发展依赖于言语，依赖于思维手段和儿童的

社会文化经验，甚至可以说儿童思维的发展取决于对

思维的社会方式的掌握，也就是取决于语言［15］。对儿

童来说，阅读和与他人的对话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

也是培养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CCSS语言标准强调

儿童在成年人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比较、分析等高级

思维活动，例如阅读标准中强调“在鼓励和支持下，识

别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中的相似和差别（例如插图、说

明、过程中的相似和区别）”；“在鼓励和支持下，比较相

似故事中人物的经历和冒险活动”以及“在成年人的引

导和支持下，探究词的关系和词义中的细微差别”。

（六）尊重儿童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

动的地位和特性。”［16］可以说主体性最集中地体现了人

跟动物的区别，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的

创造力的基础。近些年，对人主体性的尊重和培养获

得了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我国对“主

体性教育”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教育研

究的不断深化，“在当前各个学段的培养目标上日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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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主体性品质，教育过程更为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

探究。”［17］在21世纪这个多元、多变的信息社会中，在

依赖专家思维（expert thinking）和“复杂交往”（com-

plex communication）的社会情境中，人的自主性显得

尤为重要，因此各国的核心素养框架都重视主体性的

培养。CCSS语言标准也体现了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

例如在听说标准部分强调“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感觉、观点”以及“综合运用画、说和写的方式表达一些

关于书名或主题的观点，陈述偏爱的主题和书（例如我

最喜欢的书是……）”通过主动描述和表达自己，让儿

童感受到自我，以及自我的独特性。知道自己是一个

独特的个体，可以拥有独特的个性和偏好，并且能够自

然地进行表达。

CCSS的颁布和推行是美国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

教育改革，“CCSS的语言标准基于证据和研究制定，与

大学和职业要求相匹配，聚焦严格的知识内容和清晰

连贯的应用要求，并进行了国际基准化。”［18］因此这是

一个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回应时代需求的语言标准，

这一标准的儿童语言入学准备部分对数字技术素养、

交往协作、实证精神等内容的重视，值得其他国家的语

言入学准备研究者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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