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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PCK体系视域下，基于教师教材中语言领域活动类型与幼儿年龄，着重关注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以

《创造性思维发展整合课程（教师用书）》为例，分析332条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发现幼儿园各种语言活动类型比例

失衡；教材目标中体现的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不全面；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的年龄特点不明显。因此，建议

平衡各语言活动类型，提高游戏化水平；促进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的全面发展；根据幼儿年龄和核心经验制定

全面发展的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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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CK system，based on the types of activities in the language field and the age of childre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of teachers' textbooks of
Taking The Curriculum Of Creative Thinking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has analyzed 332 objectives of kindergarten language teach⁃
ing activ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languag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is out of balance; the core experience of lan⁃
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reflected in the goal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not comprehensive; and the age char⁃
acteris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ore experience are not obvious. Therefore，th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in this study
are to balance the types of language activities，improve the level of play，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ore experience，and formulate the goal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age and core ex⁃
perience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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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舒

尔曼提出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

概念以来，就强调教师需要帮助或引导学生理解

学科知识［1］，也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提高和培训专业能力的指导和衡量框架［2］。

首先，学前教育领域中的PCK包括幼儿的领域核

心经验、幼儿领域学习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教

师指导幼儿有效学习的方法和策略三个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每个领域的核心经验。

对各领域核心经验的准确把握，有利于幼儿教师

更好地对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进行整合，从而设

计出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的目

标和教学方案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3］。但是多项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教学内容

知识即对核心经验的把握在PCK三个领域中最

为薄弱［4-6］。其次，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需要教师

依据幼儿的特点，制定教学活动目标，选择合适

的教学活动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以及有效安排

和组织活动［7］。弗罗斯特指出具体的教学目标有

利于减少幼儿教师在活动的组织实施、指导和评

价的迷茫程度［8］。因此，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教

学目标是中心，是选择内容、组织方式的关键，是

指导教师使用教学方法与过程的基准点，是教学

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9］。最后，学前儿童语言教

育是学前教育五大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指出语言的重要作用以及幼儿期是语言发

展的重要时期。除此之外，认识并运用学前阶段

儿童学习发展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最为重要的语

言经验即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来制定集体

教学活动的目标是教师掌握领域教学知识的标

准之一。因此，结合PCK体系中核心经验的相关

研究以及《指南》，并且基于教师教材中语言领域

活动类型与幼儿年龄，对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

动的目标进行分析，将帮助幼儿教师更科学地制

定语言教学活动目标，从而提升教师语言领域教

学知识。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的《创造性思维发展

整合课程（教师用书）》的幼儿园小、中、大班上下

册共6本教师教材为研究材料。该套教材中五大

领域集体教学活动方案共628篇，其中幼儿园语

言领域集体教学活动方案190篇，每个活动有2－

3个目标，其中学前儿童的语言核心经验分为初

始阶段、稳定阶段和拓展阶段。研究表明，虽然

幼儿的语言学习与发展存在个体差异，但整体上

其语言发展阶段与年龄段一致［2］。其中，剔除没

有体现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的目

标，如小班下册《美丽的花园》的目标“掌握简单

的撕纸及粘贴技能，尝试对红、黄、蓝、紫等常见

的颜色进行适当的搭配；感受春天花朵的绚丽多

姿，体验创造的乐趣”等多个目标，最后分析的幼

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共计332条，其中小

班的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101条（占30.4%），中

班 有 125 条（占 37.7%），大 班 有 106 条（占

31.9%）。将上述332条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

目标作为分析对象，按照小、中、大班和上、下册

的顺序进行编码，将分析对象的序号记为001-

332。

（二）分析框架与方法

根据语言领域活动类型与幼儿年龄，分析幼

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不同年龄段与活

动类型和核心经验之间的关系，其中活动类型包

括谈话活动、讲述活动、早期阅读活动、语言教学

游戏活动和文学作品学习活动，核心经验包括谈

话经验、辩论经验、叙事性讲述、说明性讲述、前

阅读、前识字、前书写经验、文学语汇、文学形式

和文学想象经验。

采用spss26.0对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的活动

目标进行数据处理与文本分析，并通过了一致性

检验，分别探讨目标中体现的各种活动类型、核

心经验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活动类型和学前儿童

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之间的关系，从而讨论

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幼儿教师在制定幼儿园语言

领域教学活动目标时提供指导建议。

三、研究结果

（一）集体语言教学活动的总体情况

1.语言教学活动的类型分析

根据张天军的分类把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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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类型分为：谈话活动、讲述活动、早期阅读活

动、语言教学游戏活动和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5

类［10］。需要说明的是，据研究表明，语言活动类

型与其领域目标具有相关性，因此研究语言活动

类型与活动目标中学前儿童语言核心经验的关

系是有一定依据的。其中，谈话活动通过固定的

主题进行，是发展幼儿口头语言能力的教育活

动，如中班活动《路灯》中，教师让幼儿围绕观察

到的“路灯”进行口语表达；讲述活动以一个幼儿

喜闻乐见的故事为载体，也同样增加学前儿童口

头语言经验，如小班活动《我的名字真好听》中，

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幼儿讲述故事的相关情

节和内容，从而了解动物的特点和好习惯之间的

联系；早期阅读活动是帮助幼儿发展书面语言经

验、以绘本或图画图书为载体的活动，如小班活

动《是谁的肚脐眼》中，教师和幼儿一起阅读绘

本，促进幼儿提升完整阅读绘本的能力；语言教

学游戏以游戏贯穿整个语言活动，如小班活动

《小脚丫》中，教师和幼儿讲解规则：当听到“变成

台阶”时，幼儿需要用手比作台阶上的小人，在脚

趾头上走，这主要考察幼儿听力语言的敏感性；

文学作品学习活动是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来学习

语言的教育活动，如大班活动《欢迎春姑娘》是通

过理解和欣赏散文内容、语言美，丰富描写春天

的语句，促进幼儿文学词汇、文学形式和文学想

象的发展。

就活动类型来看，属于谈话活动的目标有14

条（占比4.2%），讲述活动100条（占比30.1%），早

期阅读103条（占比31.0%），语言教学游戏7条

（占比2.1%），文学作品学习活动有108条（占比

32.5%）。其次，在幼儿园以游戏作为基本活动以

及强调课程游戏化的背景下，在非游戏活动中融

入游戏因素成为幼儿教师的重要技能，其中带有

“游戏”字眼的语言领域教学目标有14条（占比

4.2%）。

2.语言教学活动目标的核心经验分析

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主要包

括早期口头语言经验（谈话经验、辩论经验、叙事

性讲述和说明性讲述）、早期书面语言经验（前阅

读、前识字和前书写经验）以及早期文学语言经

验（文学语汇、文学形式和文学想象经验）。幼儿

早期口头语言经验的活动是以一个主题或者故

事为契机，发展幼儿口语表达能力，如小班活动

《我的名字真好听》以“我的名字”为主题，教师鼓

励幼儿结合某些难忘的事件介绍自己的名字，并

且说明自己名字的由来；幼儿早期书面语言经验

的活动通常以绘本故事为契机，发展幼儿书面语

言的能力，如小班活动《是谁的肚脐眼》中，教师

与幼儿一起阅读绘本，发展幼儿前阅读等经验；

幼儿早期文学语言经验的活动通常以诗歌、散文

为依托，发展幼儿文学语句和想象的经验，如大

班活动《毕业诗》中，教师运用诗歌激发幼儿对小

学生活的想象和对幼儿园生活的美好回顾，鼓励

幼儿创编诗歌。

就核心经验来看，促进早期口头语言经验发

展的目标有46条（占比13.9%），其中，谈话经验

23条（占比6.9%），辩论经验8条（占比2.4%），叙

事性讲9条（占比2.7%），说明性讲述6条（占比

1.8%）；促进早期书面语言经验发展的目标有78

条（占比 23.5%），其中，前阅读 66 条（占比

19.9%），前书写12条（占比3.6%），前识字0条；促

进早期文学语言经验发展的有 208 条（占比

62.7%），其中文学语汇18条（占比5.4%），文学形

式 84 条（占比 25.3%），文学想象 106 条（占比

31.9%）。

（二）不同年龄阶段中活动类型与核心经验

的差异分析

1.不同年龄段的语言教学活动类型具有显著

差异

采用交叉列联法进行差异分析探讨教师教

材中年龄段与集体语言教学活动类型之间的关

系（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段语言教学活动类型的目标状况（N/%）

小
班

中
班

大
班

总
计

注：Χ2=21.422 P=0.030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谈话
活动

3

3.0

4

3.2

7

6.6

14

4.2

讲述
活动

32

31.7

33

26.4

35

33.0

100

30.1

早期
阅读

31

30.7

41

32.8

31

29.2

103

31.0

语言教
学游戏

7

6.9

0

0.0

0

0.0

7

2.1

文学作品
学习活动

28

27.7

47

37.6

33

31.1

108

32.5

总计

101

100.0

125

100.0

106

100.0

3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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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在不同年龄段中幼儿园语言教

学活动类型的目标具有显著差异（Χ2=21.422，P=

0.030<0.05）。其中，在小班语言教学活动类型的

所有目标中，讲述活动32条（占比31.7%）和早期

阅读31条（占比30.7%）最多，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次之，其目标为28条（占比27.7%），语言教学游戏

和谈话活动最少，分别为7条（占比6.9%）和3条

（占比3.0%）；中班语言教学活动类型的目标中，

文学作品学习活动和早期阅读最多，分别为47条

（占比37.6%）和41条（占比32.8%），讲述活动次

之，其目标为33条（占比26.4%），谈话活动4条

（占比3.2%）和语言教学游戏最少，其中语言教学

游戏的目标为0条；在大班语言教学活动类型的

目标中，讲述活动、文学作品学习活动和早期阅读

分别为35条（占比33.0%）、33条（占比31.1%）和

31条（占比29.2%），谈话活动为7条（占比6.6%），

语言教学游戏的目标和中班一样均为0条。

2.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语言核心经验无显著差异

采用交叉列联法进行差异分析探讨教师教

材中年龄段与幼儿语言核心经验之间的关系，

（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年龄段幼儿语言核心经验状况（N/%）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计

注：Χ2=42.553 P=0.056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计数

占比

谈话经验

11

10.6

7

5.6

5

4.9

23

6.9

辩论
经验

0

0.0

4

3.9

4

3.9

8

2.4

叙事性
讲述

5

5.0

4

3.2

0

0.0

10

2.7

说明性
讲述

3

3.0

1

0.8

2

1.9

6

1.8

前阅读

18

17.3

25

20.0

23

22.3

66

19.9

前书写

2

2.0

1

0.8

9

8.5

12

3.6

前识字

0

0.0

0

0.0

0

0.0

0

0.0

文学语汇

11

10.6

6

4.8

1

1.0

18

5.4

文学形式

19

18.3

43

34.4

22

21.4

84

25.3

文学想象

33

31.7

34

27.2

39

36.8

106

31.9

总计

104

100.0

125

100.0

103

100.0

332

100.0

由表2可知，不同年龄段的语言教学活动目

标中体现的幼儿语言核心经验无显著差异（Χ2=

42.553，P=0.056>0.05）。其中，小班语言领域教学

活动目标中体现文学想象的核心经验最多，为33

条（占比31.7%），体现文学形式经验19条（占比

18.3%）、前阅读经验18条（占比17.3%）、文学形

式和谈话经验均为11条（占比10.6%），叙事性讲

述经验5条（占比5.0%）和说明性讲述经验3条

（占比3.0%）较少，其中辩论经验和前识字经验为

0条；在中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文学形式

和文学想象经验最多，分别为43条（占比34.4%）

和34（占比为27.2%），前阅读经验次之，为25条

（占比20.0%），谈话经验、文学语汇、辩论经验、叙

事性讲述、说明性讲述和前书写经验较少，分别

为7条（占比5.6%）、6条（占比4.8%）、辩论经验和

叙事性讲述经验均为4条（占比3.55%）、说明性讲

述和前书写经验均为1条（占比0.8%），前识字经

验为0条；小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文学想

象经验最多，为39条（占比36.8%），前阅读和文学

形式经验次之，分别为23条（占比22.3%）和22条

（占比21.4%），前书写、谈话经验、辩论经验、说明

性讲述和文学语汇经验较少，分别为9条（占比

8.5%）、5条（占比4.9%）、4条（占比3.9%）、2条

（1.9%）和1条（1.0%），其中前识字和文学语汇经

验为0条。

四、讨论

其一，幼儿园各种语言活动类型比例失衡。。

组织谈话活动和语言教学游戏的次数远远高于

其他语言活动类型。统计发现，在332条幼儿园

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早期阅读活动和讲述活动占比较高，而谈话活动

和语言教学游戏占比过少，与龙红芝研究发现幼

儿园的实际语言教育活动中文学作品学习活动

和讲述活动占较大比重，忽视其他语言类型活动

的设计和进行［11］，从而导致幼儿园语言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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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失衡的结论基本一致。语言领域教学的活

动类型比例失衡，会导致活动类型单一、幼儿学

习审美疲劳，不符合平衡视域下幼儿语言能力的

发展。而语言教学游戏占比过少，不符合幼儿园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1996年《幼儿园工作

规程》指出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2001年颁

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再次强调上述观

点。谭为明指出游戏活动能让幼儿在得到游戏

快乐的同时，获得相关的语言核心经验知识，满

足了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的需要［12］。由此可见，

游戏在幼儿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语言教学游

戏让幼儿在游戏中发展语言能力是符合幼儿学

习与发展特点的，但是统计结果表明语言教学游

戏占比过少，不符合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和发展的

要求。刘焱认为教师应该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恰

当运用游戏因素，从而促进活动的有效进行［13］。

有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课程游戏化，如虞永平、丁

月玲［14-15］。也有学者提出“非游戏活动游戏化”，

让非游戏活动通过游戏化的情境，丰富幼儿的游

戏性体验，使幼儿在愉快的体验重复、稳定，形成

学习兴趣［13］。

其二，教材目标中体现的学前儿童语言学习

与发展核心经验不全面。首先，目标中体现的学

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缺乏均衡性。

数据表明，语言核心经验中占比最高的是文学想

象经验，文学形式经验次之，接着到前阅读经验，

但是谈话经验、辩论经验、叙事性讲述、说明性讲

述、文学语汇和前书写经验较少，其中没有任何

一条发展幼儿前识字经验的目标。由此可见，幼

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所体现的学前儿

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十分不平衡。余珍

有研究发现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未能真正落实

以幼儿为本、真正关注幼儿的语言学习的本质和

效果［16］。真正关注幼儿语言学习和发展就必须

关注目标的聚焦性、连贯性和适应性，促进幼儿

核心经验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进行集体语言教学

活动，视幼儿为语言学习的主动创造者，而不是

被动的接受者，通过丰富语言活动来协调核心经

验，从而全面提升幼儿的语言发展的能力和水

平［17］。其次，部分学前儿童语言核心经验存在过

少或缺失的情况。其中，体现说明性叙述经验的

目标过少，与郑照华研究发现的60%教师几乎未

开展过说明性讲述活动的结率基本一致［18］。体

现幼儿前书写经验的目标过少，朱敏所分析的

248篇语言集体教学活动目标仅有7条目标是培

养幼儿前书写方面的［19］，这与研究发现的幼儿园

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目标中发展幼儿前书写经验

较少的情况基本一致，不利于达到《指南》中对各

年龄段幼儿前书写能力的预设目标，更不利于促

进学前儿童前书写经验从初始阶段向拓展阶段

飞跃。最后，教材中体现幼儿前识字经验目标存

在缺失的情况。针对此前幼儿园重智力教育轻

综合全面发展的“小学化”情况，许多学者都提出

幼儿园教育改革，国家也颁布相关文件禁止“幼

儿园小学化”［20-21］，使得幼儿园管理者、教师和家

长都认识到不能过早地让幼儿学习小学的文化

知识，但是部分幼儿教师曲解了“去小学化”的真

正目的，拒绝让幼儿过早地识字并不意味着不发

展幼儿的前识字经验。幼儿前识字经验的缺失，

使幼儿错失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获得有关符号

和文字在功能、形式和规则上的意识以及在集体

中互相学习与讨论机会，从而可能导致幼儿前识

字经验进入拓展阶段甚至初始阶段的时间更长。

其三，，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的年龄特点

不明显。首先，部分语言核心经验不符合幼儿年

龄特点。张春华指出幼儿语言的学习基本上都

是从听到说［22］。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一般从口

语开始，才会先识字后写字，最后能对文学语言

进行理解。其中，《指南》中语言的目标是按照幼

儿年龄（3－6岁）划分的，但是研究发现部分语言

核心经验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就《指南》中语言

领域的“认真听并能听懂常用语言”的目标来说，

小班《新年礼物》的“能较快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

题”目标要求幼儿快速听懂老师的问题并回答

“故事里有什么小动物？”“波波画了什么好吃的

送给小猫？”等问题，难于3-4岁的目标；就“愿意

讲话并能清楚地表达”的目标来说，小班《云朵棉

花糖》的目标“大胆想象，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已

的想法”强调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故事的看法，

难于3-4岁的发展目标；就“具有初步的理解阅读

能力”目标来说，小班《嫩芽娃娃》中期望幼儿达

到“理解儿歌内容，欣赏儿歌的意境美”的目标与

3-4岁即小班的要求不相符，5-6岁才要求幼儿达

到“初步感受文学语言的美”的水平。其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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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核心经验不符合幼儿发展需要。周兢强调

虽然不同的儿童达到某一阶段水平的时间有早

有晚，但发展的基本阶段和先后顺序是一致

的［23］。其中，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的核心经

验按照幼儿语言的学习与发展水平划分［24］，同样

遵循循序渐进的特点，但是研究发现部分语言核

心经验不符合幼儿发展阶段规律。就谈话经验

来说，刚入园的大部分幼儿还处于“掌握并运用

交流和表达规则”的初始阶段，而教师教材中的

小班第一个语言教学活动《幼儿园真快乐》便要

求幼儿“大胆有礼貌地问好”是不合理的；就前书

写经验来说，如大班《给熊奶奶的信》的目标是

“体验画“信”和读图画信的乐趣”，该目标仍处于

“学习创意书写表达经验”的稳定阶段，但是大班

幼儿应该大部分能达到拓展阶段。

五、建议

其一，平衡各语言活动类型，，提高游戏化水

平。需要平衡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的类

型。谈话活动有利于幼儿运用语言和他人交流

的能力，讲述活动提高幼儿围绕某一对象连贯、

清楚、完整讲述的能力，早期阅读有效培养幼儿

学习书面语言的能力，语言教学游戏运用游戏这

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幼儿语言水平的发展，文

学作品学习活动有利于激发幼儿对文学作品的

喜爱与兴趣。每一种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活动

类型都具有其独特并且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

因此，教师应该通过多种形式的操作，平衡各种

语言教学活动类型，充分考虑幼儿倾听与表达、

阅读与书写的语言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在尊重幼

儿发展、提供适应的环境和材料的基础上，组织

形式各异的集体语言教学活动，促进幼儿语言能

力的和谐平衡发展。适当增加语言教学游戏，加

强非游戏活动的游戏化程度，符合幼儿在游戏中

学习与发展的特点。游戏是幼儿主动的学习方

式，教师设计有趣的语言教学活动，即在集体语

言教学活动中适当增加语言教学活动，并且保障

游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游戏中促进幼儿语言

核心运用与学习经验的发展。除此之外，教师还

应该设置游戏化的情景，营造游戏氛围，加入游

戏因素来组织非游戏活动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

吸引力，有利于调动幼儿参与集体教学活动的积

极性。因此，教师应该在集体语言教学活动中加

入游戏因素，推动非游戏活动的游戏化。

其二，促进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

经验的全面发展。首先，协调目标中的学前儿童

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全语言教育理论阐

述了幼儿的语言学习是一个整体的学习、与生活

经验相联系的过程，并且强调幼儿语言在日常中

的运用。每一个语言核心经验都具有独特并且

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启示教师需要协调目标

中的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并且用

心创设各种激发和支持幼儿语言使用的情境，让

幼儿在听、说、读和写写画画中学，更好地实现语

言综合能力的整体提升。其次，适当增加体现说

明性讲述经验、前书写经验和前识字经验的目

标。说明性讲述是重要的口头语言经验，因此教

师应该在语言教学活动中适当增加发展幼儿说

明性讲述经验的目标，并且让幼儿在交往中学

习、交流中发展。前书写经验有利于幼儿正确掌

握拿笔姿势、掌握一定的书写规则，为顺利进入

学校教育做好准备。因此，在幼儿园语言领域教

学活动目标应该适当增加发展幼儿前书写经验

的目标，但是需要注意避免“小学化”，避免幼儿

在幼儿园生硬地进行书写活动，应该根据《指南》

中书写准备的年龄段目标以及注意幼儿个体差

异阶段性发展幼儿前书写能力，帮助幼儿在愉快

中达到相应前书写的目标。同样地，前识字经验

并不是生硬的学习汉字，也不是“小学化”下的幼

儿园认字活动，更不是小学语文课的认字活动，

而是帮助幼儿建立书写行为习惯、感知理解汉字

结构、学习创意书写表达的经验，为之后的识字

奠定兴趣和基础的一种经验。针对幼儿园语言

领域教学活动中缺失前识字经验的现状，教师应

该适当增加发展幼儿前识字活动，但是需要注意

活动的游戏性和趣味性，帮助幼儿前识字经验有

效、科学地从初始阶段向拓展阶段发展。

其三，根据幼儿年龄和核心经验制定全面发

展的活动目标。首先，根据幼儿年龄制定不同难

度的目标。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指南》中语

言部分的目标包括倾听与表达、阅读与书写，并

且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学前儿童的

发展与年龄的增长息息相关，年龄的增长同时意

味着幼儿的认知水平、情感表达以及见识等的增

9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10期

加，对幼儿语言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提出了不

同的要求，以适应幼儿成长、人际交往、沟通交流

等的需要。由此可见，幼儿的语言发展在不同的

年龄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样也符合皮亚杰认

知发展理论中儿童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具有相

关性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规律性和顺序

性。因此，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制定相应

的语言活动，帮助幼儿形成语言习得的动态建

构，促进幼儿语言核心经验的发展。其次，教师

应该根据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的

发展阶段制定目标。学前儿童的发展如同“垒

高”的过程，需要由底部向高处搭建，幼儿语言水

平的发展也是从初始阶段向拓展阶段发展的，从

牙牙学语到可以有逻辑、有条理的进行交谈和表

达自己的观点，也是从看不懂文字到能感受到文

字的语言美，这些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前

期的语言经验是后期语言发展的“垫脚石”。因

此，教师应该在了解本班幼儿的心理、认知等发

展特点以及语言学习水平的基础上，根据幼儿年

龄特点和语言核心经验的“最近发展区”制定具

有聚焦性、连贯性和适应性的幼儿园语言领域教

学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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