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究竟应该教些什么?”讨论之九:

美、日、前苏联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述评

夏国红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是对幼儿语言教育目
的和要求的归纳 ,是幼儿阶段实施语言教育的方向

和准则。 本文将围绕当前美、日、前苏联制定的学前
儿童语言教育目标进行介绍和评价 ,以期对我国幼

儿语言教育目标的制定有所启示。

一、美、日、前苏联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
标简介

美国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 ,其学前

儿童语言教育目的和要求不尽相同 ,但总的目标是

一致的 ,即 “发展语言模式与表达思想的能力 ,培养

敏锐的观察力与正确简明的语法运用能力”。了解其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年龄阶段目标我们可以参照

《从出生到 8岁儿童早期教育适宜发展方案》一书
〔由美国最具权威的早期教育组织—— 全美幼儿教
育协会 ( NAEYC)组织专家合作完成〕。 该书提出了
发展各年龄阶段儿童语言的目标和适宜做法。 3岁

儿童: 成人通过经常与每一个儿童清楚地说话 ,倾听

他们的回答 ,来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语言教育
活动的目标在于培养儿童对声音的辨别能力 ;刺激

儿童语言感官的发展。 4— 5岁儿童: 在教儿童学字

母、发音及词语前 ,让他们有很多机会去了解阅读和

写作的重要性。 6— 8岁儿童:语言和识字课的目标

就是发展儿童用口头阅读、书写等形式进行交流的
能力 ,并使儿童喜爱这些活动。教给儿童一些专门或
辅助技能 ,是为了实现上述较大目标 ,而不是把它们

作为课程目的的本身。可见 ,美国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目标强调从横向上综合发展儿童对语言的认识和操

作能力。
1989年 ,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新的《幼稚园教育

要领》。 新《要领》提出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
是: “着眼于培养幼儿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或自己所想
说的事与别人交谈和倾听对方说话的积极态度 ,很

好地掌握语言感受力。”它的目的在于: 让幼儿用语

言表达自己的情感 ,体验与别人相互交流感情的乐

趣 ;使幼儿努力听别人讲话或讲故事 ,并愿意讲述自

己所经历的和所想到的事 ;使幼儿理解日常生活用

语 ,喜欢画册和故事 ,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其中提到

的有关注意事项为: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 ,

通过看图书、听讲故事来增加词汇量和语感 ;在幼儿

园不必进行认字与书写的指导 ,但要使每个幼儿自

然而然地对文字产生兴趣。可见 ,日本学前儿童语言

教育目标的特点 ,在于注重发挥语言工具的社会交

际功能。
前苏联于 1984年底 ,由国家教育部批准颁发了

《幼儿园教育和教学示范大纲》。 《大纲》要求在发展
语言方面达到 “丰富词汇 ,形成语法体系 ,发展前后

连贯的说话能力 ,感受和体会文学作品的情感美和

形式美 ,培养幼儿语言交往的能力”的目的。 《大纲》
把各年龄班的教育教养工作确定为两个方面: 一是

儿童生活的组织与教育 ,二是作业教学。前者对各年
龄班幼儿语言教育提出了目标 ,后者则从语言、语
汇、语法以及倾听、表述、读写几方面安排了具体目
标内容。 小班 ( 3— 4岁 )每周开设语言课 1节、文学
艺术课 1节。 开设语言课 的目标是:在洗脸、穿衣、
睡觉等过程中 ,引导幼儿执行别人的不复杂的口头

形式的委托任务 ,吸引其参加多种形式的言语交往。
中班 ( 4— 5岁 )每周开设语言课 1节、文学艺术课 1

节。开设文学艺术课的目标是:教儿童充满感情地理

解艺术作品及作者的语气并能区分多种题材、体裁
的作品。 大班 ( 5— 6岁 )每周开设语言课 1节、文学
艺术课 1节、认字课 1节、俄文课 2节。 其教育教养
的目标是: 培养儿童与成年人和同龄人言语交往的

文明行为 ,引导儿童注意准确地说出物品、动作 ,注

意讲述时语言的正确、生动、完美。可见 ,前苏联学前

儿童语言教育目标的特点 ,是从纵向把语言科学和

文学艺术视为系统学习的对象。

二、当前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制定的
共同趋势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美、日、前苏联学前儿
童语言教育目标都遵循了社会需求和学前儿童语言

发展及教育的规律。
(一 )社会需求

美国作为开放教育的代表 ,“以儿童为中心”的
自然主义教育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最近几年 ,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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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早期教育机构中 ,出现了越来越强调用正规方式

传授学习技能的倾向 ,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自由教

育。反映在幼儿语言教育目标上 ,就是通过创造一个

富有激励性的环境 ,对幼儿进行适宜指导 ,以发展他

们运用语言的能力。 其基本点是强调成人成为幼儿
语言交际能力发展的伙伴 ,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发

展语言 ;阅读和书写是在丰富的环境中自发进行的。
80年代末 ,日本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

是独生子女增多 ,形成大量核心家庭 ;二是社会都市

化 ,小伙伴的游戏场所锐减 ,幼儿接触大自然、与人
交往的机会减少。有鉴于此 ,日本把发展幼儿语言交

往能力作为语言教育的主要目标 ,着重强调幼儿语

言感受力 (敏感性 )的培养。
前苏联由于在 80年代后期小学知识技能的学

习任务不断加重 (小学由 4年制改为 3年制 ,原来在

较高年级学习的许多教材已下放到小学去教 ) ,不得

不要求幼儿在入小学前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不得不

要求小学新生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能适时地利用学

前时期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因此 ,学前儿童语言教

育目标有相当的深度 ,除了提出对语言知识内在结

构和联系的系统性学习要求外 ,还对幼儿提出了理

解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相互联系的要求 ,在大

班就开设了识字教学课。
(二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及教育的规律

教育目标的制定必须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

规律。 有关幼儿语言发展的研究成果为各国深入了
解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制定出符合幼儿年
龄特征的语言教育目标提供了依据。

1. 强调幼儿语言学习系统的整合模式。目前各
国均以落实语言教育目标为重点 ,整合与其它发展

因素有关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根据卡洛—— 乌尔福
克和伦奇的语言学习范畴理论提出来的 ,从而摒弃

过去纯语言教学目标的做法 ,而将语言教学目标与

其它方面的发展目标相互融合、渗透。教育内容重点
整合语言知识、社会知识和认知知识 ;教育活动方式

多样灵活 ,有多种符号系统参与。
2. 语言教育目标要依据语言科学的内在结构

和联系而制定。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加登纳的多
元智能理论论证了幼儿语言教育是一个特定领域 ;

俄罗斯联邦教科院的学前教育专家乌索娃提出了学

前儿童语言知识系统化的理论。他们的观点表明 ,虽

然不能像小学那样把语言作为学科系统传授 ,但是

制定科学系统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 ,对儿童语

言学习、思维发展有重大价值。
3. 强调幼儿语言交往能力的培养。现代社会是

一个信息化、国际化的社会 ,人们之间的语言信息交

流空前频繁 ,语言信息交流已成为生活、学习和工作
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幼儿运用语言和周围交换信

息是走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认识 ,各国都

把倾听能力 (理解能力 )、表述能力 (表达能力 )的培

养视为语言教育中一个明确而重要的目标。
4. 文学化的倾向。布鲁纳的叙事性智能理论运

用于幼儿语言文学教育实践 ,使文学作品的教学受

到了更大的重视。 文学作品不仅是品德教育和认识
教育的材料 ,而且具有审美娱乐功能 ,它对幼儿综合

语言能力的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 ,各国都

在语言教育目标中体现了文学性。如 ,培养幼儿欣赏

文学作品、理解文学作品并初步感知不同类型的文
学作品特点的能力 ,等等。

5. 重视阅读和书写的早期准备。随着信息社会
的发展 ,加强早期阅读已成为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

趋势之一。 有关研究指出 ,按照幼儿身心发展的特

点 ,在科学的教育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早期阅读教育 ,

对幼小衔接以及幼儿一生的学习活动具有积极作

用。 当然 ,早期阅读的内容要以儿童的经验为根据 ,

活动形式要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从现在所得资料看 ,

早期阅读准备 ,一是阅读的准备 ,包括听、说、看、认
字 ;二是书写的准备 ,包括手腕手指动作的发展 ;三

是空间知觉识图能力的准备。 前苏联在幼儿大班提
出了识字教学任务 ,美国和日本也指出 ,为儿童提供

丰富的早期阅读和早期书写的环境是必要的。 美国
认为不是通过教学和贯彻某种阅读大纲而是通过让

儿童与书写符号 (文字 )进行频繁而有意义的接触 ,

来提高儿童学习阅读的兴趣 ;日本则强调幼儿在日

常生活中自然地理解文字。
从上述国家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制定的趋势

看 ,在我国建立一个科学的 ,既符合世界学前教育发

展趋势 ,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目标

体系已迫在眉睫。 我国在 1989年的《幼儿园工作规
程》中提出了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幼儿语言教育总
目标: “发展幼儿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我们要
将它具体化 ,使之成为可操作、可评价的目标 ,以更

好地指导语言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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