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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我们应当时课改的需要，编辑出版了《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此套书积极地反映
了当时课改的成果。
　　幼儿园课程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一个过程；幼儿园课程建设要关注幼儿主动的、真实的体验；
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的学习；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渗透。
幼儿园课程建设本身也体现了幼儿、教师、家长和研究者的互动，更体现了国内外幼儿教育发展的重
要趋势。
　　最近10年来，我国幼教界更加重视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并把幼儿园课程研究作为幼儿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涌现出大量幼儿园
课程研究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如石筠《学前教育课程论》（1999）、冯晓霞《幼儿园课程》（2000）
、朱家雄《幼儿园课程》（2006）、虞永平《学前课程价值论》（2002）等，也形成了许多幼儿园的
课程方案，如“建构式”课程、“渗透式”课程、“体验式”课程以及各省市的省编课程等，甚至出
现了专门研究幼儿园课程的专业期刊《学前课程研究》。
这些成果，既对幼儿园课程理论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又努力对幼儿园经验形态的成果进行了理论提
升。
这些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幼儿园课程的理论体系，丰富幼儿教育的基本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分享、展示这些成果，扩大其影响，促进幼儿园课程理论的系统化、实践的科学化，我们特
编选出版《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第2卷，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幼儿园课程的科学性研究，进一步
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由于受篇幅限制，我们只能在众多的论文中选出一部分收入本书。
这部分论文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原创性，具有独特的见解；前瞻性，能够反映幼教专业的最新研究成
果；多样性，反映多种学术流派的观点；渗透性，反映领域间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的特点。
它们主要是在全国或者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交流或是刊登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有一定影响或有一定代
表性的论文，其他文章（包括一些篇幅较大的优秀论文）则以索引的形式列入书后。
为了统一全书的体例，我们对其中部分论文作了少量的技术处理。
　　我们的编选范围主要是10多年来散见于各书报期刊上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成果，整理形成一套
《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第2卷。
这套论文集萃分为四册，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和整
体改革》、《幼儿园语言和科学教育》、《幼儿园艺术、健康和社会教育》、《国外幼儿园课程》。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论文集，能够与广大的幼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学习和探讨，促进我国幼儿园课
程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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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幼儿园语言和科学教育（第2卷）》具有如下特点：原创性，具有
独特的见解；前瞻性，能够反映幼教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多样性，反映多种学术流派的观点；渗透
性，反映领域间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的特点。
它们主要是在全国或者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交流或是刊登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有一定影响或有一定代
表性的论文，其他文章（包括一些篇幅较大的优秀论文）则以索引的形式列入书后。
为了统一全书的体例，我们对其中部分论文作了少量的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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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育思想指导幼儿园语言教育全语言教育与中国幼儿语言教育的本土化幼儿园英语活动的理论
定位从第二语言敏感期的特点看学前双语教育的重点幼儿语言智能的发展及其教育策略从信息加工心
理学的理论看早期阅读的教学策略论早期阅读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兼谈当前国际早期阅读教
育的走向幼儿园文学教育“文学性”的回归——《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的文学教育解读
浅述早期阅读教育中的教学策略论幼儿语言学习的双重性与语言教育的多领域渗透幼儿园英语教育的
师资现状及对策研究有关儿童汉语语音意识发展的研究及其启示幼儿园开展多元阅读活动的实践与思
考儿童语言获得之认知发展机制研究新进展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阶段的语言运用能力发展——3岁前
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习得的研究汉字构形特征与幼儿认知的共鸣——幼儿汉字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幼
儿园整合课程状态下的语言教育——关于目前我国幼儿园语言教育问题的讨论幼儿多媒体读物探析默
会知识论与儿童语言发展和教育中日韩3～6岁幼儿语言表达与理解的跨文化研究幼儿园戏剧主题活动
的语言教育价值幼儿园数学教育幼儿数学教育操作活动浅谈幼儿对数的认知及其策略皮亚杰关于学前
儿童空间拓扑观念的研究及教育含义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发展趋向教师对幼儿数学能力评价准确性的
研究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的结构及其特点走向审美的幼儿数学教育珠心算与学前教育的整合4～5岁
儿童对书面数符号的表征和理解能力的发展数学认知：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其教育启示用领域
渗透的思想寻找幼儿园数学教育改革的路向5～6岁儿童对书面数符号的表征和理解能力的发展生活化
教学在幼儿园数学教育中的应用儿童数学学习的个别差异和个性化数学教育2～5岁超常儿童的计数及
其策略研究儿童“日常数学”的研究进展儿童估算发展研究综述父母一儿童共同活动中的互动与儿童
的数学学习日常家庭生活中父母一儿童互动对儿童数学发展的影响4～6岁幼儿排序能力发展特点的初
步研究在幼儿园数学教育中引导幼儿探究学习教师在幼儿操作式数学学习中的作用分析提升幼儿园数
学教学活动有效性的途径幼儿园科学教育幼儿园STS教育的探索研究幼儿园生态环境教育的研究论儿
童科学素质的培养我国幼儿园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科学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探究的策略思考
我与幼儿科学教育一次科学教育活动引发的思考问题研究——幼儿科技活动的最大魅力幼儿科学概念
的获得及其对科学教育的启示朴素物理理论与儿童科学教育（节选）——促进理论与证据的协调论科
学的本质与科学教育从“记录”走向“纪录——兼谈为什么要做“纪录”渗透式领域课程中的幼儿园
科学教育儿童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分裂及其综合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可能性探索——以幼儿
园手工制作活动为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幼儿园科学教育．_幼儿科学探索的特点及其指导策略研究论
幼儿科学思维的启蒙幼儿园如何开展探究式科学教育幼儿园科学教育中集体活动和区域活动关系研究
追寻儿童科学教育的真义：对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审思幼儿科学教育活动中值得探讨的几个基本问
题近十年幼儿园科学领域教育研究综述幼儿科学探究过程技能的培养幼儿对具初速度物体下落轨迹的
预测及其学前教育意义幼儿园科学区角材料投放及使用研究儿童科学学习的心理年龄特征研究综述回
到基本元素——陶行知幼儿科学教育思想解读幼儿科学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概念转变幼儿科学教育现
状透视与反思幼儿对光的朴素认识幼儿科学探究中的科学概念幼儿科学探究中的记录问题生命是什么
——一位老师在朴素理论指引下走进儿童内心世界的历程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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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兢：我们强调要重视儿童语言的全面发展，特别要关注儿童与他人交流的能力，那么在语言教
育过程中究竟怎样体现这一教育要求呢？
如果教师重视孩子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孩子的交流，就不会介意孩子在这个活动中是学会了“
五彩缤纷”还是学会了“红彤彤”，因为孩子不用这个词语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而如果我们过于重视孩子的语言形式，就可能影响孩子主动发言的积极性。
影响孩子对用恰当语言表达某一种情境的自我认同，甚至影响孩子交流的兴趣，目标中一旦有了这些
非常具体的内容，教师就会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设计、组织活动，教学重点也不会放在鼓励孩子说出对
于这个场景、这个内容的想法。
其实我们要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相信孩子在学习很多文学作品后，在跟人家交流后，会自然获得语
言，积累丰富的词汇。
前两天，国际儿童语言专家、加拿大的LindaSiegeI教授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谈到，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孩
子5岁时是语言发展最快的时期，能大量接受语言，甚至具有同时接受几种语言的能力。
我相信孩子语言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只要我们提供丰富的情境，只要给予恰当的鼓励
、引导，孩子一定会很好地习得语言。
所以，教育工作者最需要做的是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
　　余珍有：刚才我提到幼儿的语言学习包括语言形式的学习、语言内容的学习和语言运用的学习。
我们提出现在过分重视形式学习的问题，并不表明形式学习不重要，只是强调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中
学习有用的词语、句子。
我想在座各位都学过英语。
我们学英语是从哪儿开始学的？
是从语言形式开始学的。
我们学了那么多年，可能拥有很多词语，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沟通。
我们说出来的很多话按照语法规则可能是非常准确、非常完整的，但是外国人听不懂。
也就是说，语言能力绝对不是语言形式堆积起来的。
而有的幼儿到了国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语法，但只要学到一两个在那个情境中特别实用词，就能和其
他孩子交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幼儿是在真实和实用的情境中学习语言形式的，而不是教师教给他们的。
　　我们以往对专门的语言教育活动的研究重点放在如何为幼儿语言学习创设适宜的情境。
我们根据语言学习内容将情境分成三类。
第一类情境是口语学习的情境，谈话活动、讲述活动、听说游戏是为幼儿创设的学习口头语言的情境
。
在这些活动中，幼儿不仅仅要学会怎么和别人谈话，怎么用规范的语言向别人讲述一件事、一个实物
、一个情境，怎么幽默、巧妙和灵活地运用语言，也要学会语言运用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刚才温老师
提到的倾听能力的培养。
幼儿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教师请孩子回答问题时，很多孩子都举手，但当教师请一个孩子回答问题
时，很多孩子不听同伴说话。
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常规问题，更多的是幼儿缺乏某种语言运用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倾听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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