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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幼儿讲述学习核∫u经验的形成与发展

晚上 ,妈妈和宝宝一起翻看图画书 《小土坑》,翻到左图

(图 6-3)的 时候 ,妈妈让宝宝讲述图中的内容。宝宝看了看 ,

说 :“下雨了,路上有个水凼凼 (水坑),小 羊想去玩水,又怕妈

问题

从案例 中宝宝的讲述 内容 ,你 能看 出孩子在讲述活动 中处

于哪个阶段?应该如何教育引导呢 ?圄 6-3《小土坑》/图

片来源 :新浪博客



各类型的讲述活动有都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幼儿在各类型的讲述活动中应该并
能够获得很多语言学习、语言表达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学习和获得为幼儿语言能力的
整体发展提供基础。那么,在每一种类型的讲述活动中,我们应该让幼儿习得哪些重
要、核心的语言经验呢?这是设计讲述活动之前我们必须了解的重要知识 c

说明性讲述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对于幼儿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说明性讲述的特点

首先 ,说明性讲述使用的是独白性语言c它需要讲述独立构思和表达对某一内容
的完整认识,要求讲述者按照这种讲述类型独特的内容组织方式和语言特点来进行讲
述,它与其他口头语言类型 (如叙事性讲述、谈话)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它的难度更
高。比如叙事性讲述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较为接近,幼儿接触的机会也较
多;谈话因为有对方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等情境线索而较易理解与表达。而说明性讲述
这种语言类型,其说明性语言使用的场合较少,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机会也较少 ,

而且讲述者往往很少依赖情境线索 ,因此难度较大。
其次,说明性讲述的语言讲求客观、简洁、规范、准确。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说明

性讲述语言的特
'点 ,下面通过两个简单的对比来说明。

例句一:小蝌蚪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妈妈跟他长得一点也不像呢?

例句二:蝌蚪是青蛙的幼体,不过它们的外形差别很大 c

例句一使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拟人的修辞手法,并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例句
二则使用了简洁明了、规范准确以及客观平实的词句。例句一是叙事性语言,常见于
叙述性的书面语言或讲述语言中;例句二是说明性语言,常用于说明新的书面语言或
讲述语言中。

了解了说明性讲述的这两个特点,就能深人把握它的概念,将它与其他口头语言
形式区分开来。

(二 )说明性讲述对幼儿发展的作用

任何语言形式在人一生的发展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说明性讲述也有其独特
的价值。然而,由 于这种语言类型较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与 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
言也风格迥异,对于幼儿来说,要逐渐获得这种语言的核心经验有一定的难度,因此
较易被忽略。下面就重点说明这种语言形式对幼儿发展的作用。

幼儿通过学习说明性讲述,逐渐获得对这种语言形式屮敏感性,了解这类语言的
特点、使用场合等,最终能够独立组织并恰当地使用说明性讲述语言。在讲述活动中 ,

幼儿需要独立构思讲述内容、讲述顺序、讲述重心和中心,考虑怎样让别人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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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兢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M] 高等教育出版社,⒛ 15:8



的话 ,等等。例如,在讲述动物海豚时,幼儿讲述前需要思考讲述海豚的哪些特点 ,

先讲述什么、再讲述什么、重点讲述什么、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述。所以,讲述活动
能够帮助幼儿掌握讲述的一般和特殊方法 ,使幼儿连贯、完整、清楚地讲述某一事物 c

培养幼儿说明性讲述能力不仅对幼儿口头语言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还深
刻影响着幼儿对说明性文体这种书面语言的认知c有研究表明,幼儿能够通过辨认特
殊体裁的方式而拥有一些对不同写作题材的辨别意识 c劳拉和卡罗尔研究发现 ,儿童
对体裁的认知程度取决于教师的指导程度。而说明性讲述可以使幼儿开始对说明性语
言产生敏感性 ,从而对以说明性语 言为主的说明性文体有一定的认知 ,这对幼儿以后
的语言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c

说明性讲述除了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外 ,还会影响幼儿的认知与思
维的发展。幼儿在进行说明性讲述之前 ,首先要 了解 、认识事物的特点、性质或操作
过程 ,只有了解了这些内容 ,才能有序、有重点、有逻辑地讲述。如讲述兔子时,需
要了解兔子的外形特征、习性、喜好 、生长特点等c这样一来,幼儿‘不仅了解了多种
事物的相关科学知识 ,还发展了自己的认知水平 c

此外 ,幼儿要表述明白事物的状态 ,交代清楚它的特'茕 、来源或操作过程 ,按照
一定的逻辑顺序来组织讲述内容,甚至还要加人 自己的判断、分析、重组、推理c比
如讲述简单机械的操作步骤 ,可 以根据 《小机械立大功》这本图画书了解简单机械酎
功用后再进行讲述c要学习简单机械的操作步骤 ,首先就需要明白每一种简单机械的
作用 ,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这些都需要幼儿将简单机械与图匝i中 的其他事物联系起
来分析、推理 ,才能理解它的运作原理 ,然后才能清楚明白地讲述。其次 ,在讲述酊
过程中,还需要通过一幅幅画面进行联想和逻辑关系的重组 ,才能讲述每一样简单 fr
器的操作步骤:由此可见,这种讲述可以培养和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 ,这是其他类圣
的语言学习无法取代的。

可以利用轮轴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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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幼儿进行说明性讲述的教育活动 ,首先就需要了解幼儿说明性讲述的核`b￡
验及其发展特点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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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性讲述的核`b经验是指幼儿需要学习并获得的说明性讲述所需的最重要、最

核心的经验 ,通过学习获得这些经验 ,幼儿能够稳步地发展说明性讲述的语言能力 r

根据幼儿的语言发展规律 ,可 以将幼儿说明性核心经验归纳为以下二条:以独白语言

的形式进行说明性讲述 ;使用规范准确、简洁明了的说明性词句 ;理解说明性讲述的

内容组织方式 c

(-)以独白语言的形式进行说明性讲述

说明性讲述这种语言形式属于独白语言 ,需要讲述者能够在脱离情境的场合 ,独

立构思讲述内容并有条理地讲述出来。

幼儿头脑中储存的事物形象较少,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尚处在初步发展

阶段 ,因此能够在集体面前做到脱离情境、独立构思、有条理地讲述是比较困难的 ,

但在此阶段可以开始培养幼儿讲述的兴趣 ,在提高一定的教学支持的条件下让幼儿开

始感受独白语言的讲述要求 ,学习以独白语言的形式进行说明性讲述。幼儿只有培养

起对说明性讲述这种特殊的独白语言的兴趣 ,才能建立起在集体面前讲述的自信心 ,

逐渐学会独立构思讲述内容c在培养幼儿以独白语言的形式进行说明性讲述的过程中 ,

幼儿会逐渐感知独白语言的特点 ,Fx分独白语言与 日常谈话的差别 ,并且也能感受到

说明性语言以独白的形式表现时应该如何表达。

此阶段幼儿应愿意在熟悉的人面前独立讲述 自己熟悉或喜欢的事物。对于幼儿来

说 ,一定有 自己熟悉或喜欢的事物 ,可能是一个睡前总是抱着的毛绒玩具 ,可能是一

只经常围着 自己打转的宠物狗 ,也可能是电视里纪录片中播放的外形可爱的小松鼠c

由于幼儿的表象存储能力有限,他们往往对 自己喜欢或熟悉的事物印象深刻 ,这就为

他们提供了独立构思的对象和素材c幼儿在 白己熟悉的人面前总是能够比较轻松地表

达 ,囚此他们愿意讲述给熟悉的人听,这时如果能够激发幼儿讲述的欲望 ,建立起讲

述的兴趣 ,他们一定愿意讲述 自己熟悉或喜欢的事物c虽然他们只能讲述两三句 ,讲

述的内容也杂乱无章 ,毫无逻辑 ,但由此开始 ,幼儿独立讲述的基础将逐渐确立起来 c

此阶段幼儿在有凭借物的情况下 ,能够在集体面前独立讲述 ,但如何构思讲述内

容尚需成人的指导与辅助。初始阶段幼儿的说明性讲述是比较随性的,可 以在非正式

的场合讲述 ,凭借物也可以只有一两个 ,而随着幼儿语言水平的发展 ,成人可以为他

们搭建独立讲述的支架 ,如提供凭借物 ,帮助他们构思讲述内容 ,从而让他们能够大

方 自信地在集体面前讲述。为幼儿提供的凭借物可以是图片 ,可 以是实物 ,还可以是

幼儿通过操作构建的某个模型c幼儿有了眼前的凭借物 ,不仅方便成人指导,也为幼

儿减轻了独立构思的压力 ,使说明性讲述能够更加流畅。于是 ,幼儿开始能够在集体

面前独立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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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幼儿能够在有凭借物的情况下 ,独立构思讲述内容,并在集体面前讲述 E

幼儿经过前一阶段核心经验的发展,逐渐熟悉了独白语言的特点,也明白了如何构思

讲述内容,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独立讲述的经验,这些都为他们独立构思讲述内容、在

集体面前讲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尚 且不具各脱离情境

构思的能力,囚此他们还是需要借助凭借物来进行讲述。

(二 )使用规范准确、简洁明了的说明性词句

说明性讲述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在词汇的运用、语句的组织上都与其他语言形

式有着明显的差别。幼儿最常接触到的语言是日常用语和叙事性语言c日 常用语通常

不要求用词规范,而且由于有情境、对话者的肢体动作等多重线索,幼儿甚至只需要

简单地回应或回答即可 ,所以也不要求语言的准确性。由于说明性语言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较少,所以这类语言对于幼儿来说就比较陌生,而对于说明性语言使用的典型方

式一一说明性讲述来说 ,体验其语言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幼儿阶段说明性讲述的语言特点即了解说明性词句规范准确、简洁明了的特点 ,

并学会使用具有这种特点的词句。在说明性讲述中,能够简洁地表达一句话 ,就是要

求在讲述时尽量不使用多余冗杂的词语 ,尽量使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清楚事物的特点、

功能等。当然 ,“ 使用较少的词汇
”
应在保持句子结构完整的前提下,这也正是说明性

语言与叙事性语言区别较大的地方。前者更强调简洁明了、客观平实,而后者往往通

过丰富的词汇刻画性格特征、表达感情等。获得这方面的经验,有助于幼儿明确不同

语言风格以及不同语言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一定的敏感性,为他们在不同的语言情

境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打下基础。

此外,使用有一定逻辑的语句也是说明性讲述中需要幼儿获得的核心经验。幼儿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只会说简单的事物名称,到 能够说由一两个词组成的

“
电报句

”
,再到能够说较为简短甚至还不是很完整的简单句,接着发展到能够说表示

因果或并列关系但不包含连词的复合句,最终发展到能够使用恰当的连词将句子有机

地联系起来。这一过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语言经验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发展。国外

有研究发现,在学前和小学阶段,使用连词的准确程度与儿童的学业语言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相辅相成,因为这意味着儿童能够有逻辑地将句子连贯起来 ,其逻辑思维能

力、语言组织能力也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c在说明性讲述这个特殊的语言学习类型中 ,

逻辑性是其句子连贯的重要特点。培养幼儿逐渐有逻辑地进行说明性讲述,就需要根

据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逐步帮助幼儿学习恰当的搭配词语、有机的组织语句,为他

们有逻辑的讲述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阶段幼儿能够使用事物的规范名称 ,而非使用口语化的、不规范的名称c儿童

从小接触的语言主要是日常用语 ,不少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说话时也喜欢使用
“
儿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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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于是儿童就习惯于使用这种指称方式 ,而不知道事物的规范名称c因 此 ,让幼儿

了解在说明性讲述中应使用事物的规范名称 ,避免使用这些口语化的、非正规的名称 ,

就是幼儿开始学习说明性语言需要获得的核心经验 c

(1)用准确恰当的词汇讲述直观事物的特征或现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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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用简单句概括事物的特征。

除了使用准确规范的词语外 ,学习如何组织说明性的语句对于幼儿来说也是非常

重要的。说明性语句讲求的是简洁明了,即用简短的句子描述事物 ,并能抓住事物的

主要特征。开始学习说明性语句时 ,可 以先学习如何使用简单句 ,在句子中使用准确

规范的词语即可 ,不需要加人感情色彩 ,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

(1)准确地运用名词、形容词、方位词等词汇讲述事物的各种特征。

核心经验发展到拓展阶段 ,对幼儿的要求也就更高了,稳定阶段只需讲述直观的

事物特征即可 ,而在拓展阶段 ,幼儿应能够讲述事物的各种特征 ,比如熊猫的生活习

性、喜欢的食物等 ,这些是无法通过直观的观察就能讲述出来的,而是需要以幼儿对

讲述对象特点的深人了解为基础进行讲述c由 于幼儿认识的事物越来越多 ,获得知识

的来源也更加丰富 ,幼儿对事物的了解不仅局限于表面性的外形观察 ,所 以幼儿能够

准确地使用各种词汇讲述事物的不同特征。

(2)感知说明性语言与 日常用语 、叙事性语言的差别 ,体会其简洁明了的语句

特点。

随着幼儿讲述经验的不断丰富,幼儿逐渐感知到说明性语言与 日常用语、叙事性

语言的差别 ,体会到说明性语句简洁明了的特点c幼儿除了会使用简单句讲述外 ,也

可以开始学习用简单的复合句来讲述 ,如并列句、转折匀
等。不过这一'点并不能苛求 ,

因为幼儿语言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 ,有些幼儿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较强 ,能够较多地使

用连词 ,而有些幼儿只会使用简单句 ,但他们可以理解说明性语句简洁明了的特点 ,

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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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解说明性讲述的内容组织方式

说明性讲述中如何组织讲述内容是个难点。众所周知 ,一篇好文章需要好的内容

组织结构 ,最好能做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结构有序。说明性讲述虽然是口头语言 .

但它比书面语言更需要在讲述前打好腹稿 ,也就是需要思考如何有条理、有顺序、有

重点地进行讲述 ,这就成为说明性讲述学习的核心经验之一。

幼儿在没有说明性讲述的经验之前 ,也能讲出一些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的组织往

往是杂乱无章的。比如讲述一只小白兔 ,幼儿可能会说 :“这是一只白色的兔子。它

喜欢吃胡萝 卜。它很可爱⊙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它喜欢吃草。它的耳朵长长的c” 幼儿

关于这只小白兔的讲述 ,每个句子都很完整 ,也符合说明性讲述的语言特点 ,这几句

话中包含了兔子的基本特征 ,包括外形特征和习性c可是 ,仔细分析这几句话会发现 ,

内容在组织方面比较混乱 ,一会儿介绍兔子的外形特征—— 白色的兔子 ,一会儿跳到

兔子的习性一一喜欢吃胡萝 卜,一会儿又回到兔子的外形特征一一眼睛是红色的,一

会儿又跳回兔子的习性——喜欢吃草。例子中幼儿的讲述既没有逻辑顺序 ,也没有重

点 ,这样的讲述方式虽然也能讲出内容来 ,但是听众就会很糊涂 ,思维需要跟着讲述

者跳来跳去 ,而且讲述者 自己也会糊涂 ,可能会出现重复讲述或者讲着讲着不知道如

何进行下去的现象c因此 ,帮助幼儿获得说明性讲述的结构经验 ,就像帮助幼儿整理

一个衣柜 ,让幼儿学会如何排列和摆放衣柜里的衣服 ,哪些衣服多一些需要放在大抽

屉里 ,哪些衣服少些需要放在小抽屉里一样 ,有 了这个衣柜 ,幼儿 白然就知道如何放

衣服、如何取衣服 ,不仅思路清楚 ,而且表达起来也言之有序 ,并且能有重点、有 目

标地讲述 ,讲述者讲得清楚 ,听众也能听得明白。

在幼儿说明性讲述学习过程中,随着幼儿认知水平的提高 ,可 以逐渐做到从有内

容地讲述到有顺序地讲述 ,最后发展到有重点地讲述。当然这一发展过程有着说明性

讲述独特的内容组织方式 ,其核心经验需要在这一口头语言类型的学习过程中逐渐理

解并获得。

此阶段幼儿能够讲述直观的事物特征 ,如某事物的外形特征。幼儿开始学习说明

性讲述时,明确到底应该讲什么比较适合幼儿的语言和认知发展的特点是关键。直观

的事物特征较易讲述 ,能使幼儿能够做到有内容地讲述c比如幼儿在讲述海豚时,可

以讲述海豚皮肤的颜色、眼睛的位置、嘴巴的形状等 ;在讲述苹果时 ,可 以讲述苹果

摸起来的触觉感受、吃起来的味觉感受和闻起来的嗅觉感受等。

此阶段幼儿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讲述某事物的特征 ,讲述的顺序根据讲述对象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

随着讲述内容的丰富与复杂化 ,如何有条理、有逻辑地组织讲述内容就显得尤为

重要。有顺序地讲述不仅可以方便讲述者组织讲述内容 ,也可以让听众能够听得清楚



|1容

明白G讲述的顺序根据讲述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如讲述植物的结构 ,可 以按照空

间的位置顺序讲述 ;讲述某事物的操作过程 ,可 以按照操作的先后顺序讲述 ;讲述海

豚的外形 ,可 以按照海豚身体从头部到尾部的顺序一一讲述 ;讲述如何折纸鹤 ,可 以

按照折纸鹤的操作顺序来讲述。这样的讲述清晰明了,既不容易遗忘讲述内容 ,也能

有条不紊地讲述c俗话说
“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
,幼儿掌握了组织讲述内容的方

法 ,自 然就能学会如何讲述。

此核心经验发展到拓展阶段 ,幼儿应能做到有重点地讲述。有重点地讲述是让幼

儿学习在讲述的过程中能够分清讲述内容的主次 ,主要的内容多讲或详细地讲 ,次要

的内容少讲或简略地讲。以讲述小白兔为例 ,幼儿可以学习将小白兔的外形特征作为

讲述的重点 ,将它的习性特征作为讲述中次要的部分 ;当然也可以将习性特征作为重

点。以什么内容为重点可以根据讲述的日的、听众的水平和需要来进行调整。

叙事又称说故事 ,是一种脱离语境进行有组织表达的语言能力。叙说者需要由记

忆系统启动 写叙说主题相关的知识,选择适当的词语表达概念 ,选择适当的句子表达

判断,也需要考虑所叙说内容的合理组织 (如有条不紊地叙说内容,交代清楚角色、

事件背景或前囚后果等 ),考虑听者的注意力和感受 ,等等。一位成熟的叙说者必须综

合考虑上述的这些因素 ,才能将一个故事适当地叙述出来。

从语言形式上来说 ,叙事可分为口语叙事和书面语言叙事。在幼儿阶段 ,口 语叙

事是幼儿发展的主要叙事能力 ,也是他们将来在学龄阶段进一步发展书面叙事能力的

基础 c

叙事性讲述指用口头语言把人物的经历 、行为或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讲述出

来 ,要说清楚人物 、事件、时间、地点和原囚,以及事情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人

们在 日常生活谈话中包含许多叙事的日常 ,这种叙事有可能并不完整,具有即兴和片

段式的特点。叙事性讲述与这种 日常的叙事不同,要求在独 自构思后对事件或故事进

行有组织地、完整地表达 ,是一种在相对正式的语境中进行独白的语言能力 ,比如在

集体面前为大家讲述一起事件。在幼儿园开展叙事性讲述活动 ,是为了有 目标、有计

划、有组织地帮助幼儿发展冂语叙事能力。

(-)叙事是幼儿了解与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

叙事是人类的重要活动 ,是人类建构 自我及整个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c人们用故

事的形式组织经验 ,记载历史c虽然叙事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 ,如画画、摄影 、舞

蹈等 ,但语言是最清楚 、最明确的叙事表达方式 ,并且对于幼儿阶段的儿童来说,口

语叙事是其接触和运用最多、最频繁的一种叙事方式。人们在谈论 日常事件时,虽然

没有充分意识到它是一个有开始、发展和结尾的故事 ,但只要有相关背景和说明,人

们大部分的谈论其实都是叙事性的。因而儿童自出生之 日起 ,就生活在叙事的世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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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儿重了解社会的途径 ,儿童通过听他人叙事以及自己叙事参与社会文化活动。

反过来 ,社会文化通过叙事也塑造了儿童对经验的思维与记忆方式c从这一角度来说 ,

幼儿的口语叙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能力,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幼儿了解与表达世界

的基本方式 c

(二 )叙事是幼儿语言综含能力水平的反映

从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上来看 ,口语叙事反映的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

幼儿在叙事时要具各多重语言能力,如能选择运用基本的字词、正确的语法、适当的

连接词以及清楚的指称用语等,并且要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对听者所不了解的事物进

行清楚的描绘c一般而言 ,幼儿在初学语言时,都需要依赖当场所能见到的事物进行

叙述 ,如
“
这本书

” “
那个娃娃

”
。随着认知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幼儿逐渐能够借助玩

具、图画等凭借物对不在眼前的事物进行回忆、想象和表达,如幼儿在角色游戏中一

边拿着玩具小勺喂娃娃一边说
“
宝宝吃饭

”
,或是一边翻看图i画 书一边说

“
毛毛虫饿

了
”

等,这表明幼儿已初步具有了脱离语境叙述的能力。在整个学前阶段,儿童的口

语叙事能力获得较快发展,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往往直到六七岁以后,儿童完全脱

离语境而直接运用语言符号进行独立叙事的能力才开始获得较快的发展,如儿童这时

可以直接运用口头语言较完整清楚地叙述故事。幼儿叙事能力的发展反映出其语言综

合能力的水平 ,也正因如此,研究者往往通过对幼儿叙事水平的评估考量其语言能力

的发展状况,或诊断语言发展障碍。

(三 )幼儿的叙事能力与日后的读写能力发展有密切联系

幼儿脱离语境的口语叙事能力与其日后的读写能力有着密切联系。研究表明,幼

儿的叙事能力与其在小学阶段的读写能力和学业表现关系密切 ,即幼儿阶段叙述能力

较强的孩子 ,在小学时读写能力多半较强;反之,则较弱c台 湾学者张鉴如对台湾幼

儿叙述能力所做的纵向研究发现 ,叙述结构完整、叙述顺序较清楚 ,并会在故事中陈

述自我观点和表达故事意义的孩子,在故事理解、下定义、图片描述和中文阅读理解

等能力上表现较好;故事内容简短 ,结构不完整、时间顺序或人物、事物指称不清楚

的幼儿,故事理解、下定义、图片描述和中文阅读理解等能力则较差。这表明,学前

阶段儿童脱离语境的口语叙事很可能为儿童今后直接运用抽象语言符号进行读写活动

提供重要的经验基础。

叙事性讲述的核心经验是指儿童在发展叙事性讲述语言能力过程中所需要学习并

获得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经验 ,这些经验与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的过程相关 ,但又不仅

限 f此 。

儿童的叙事能力一般随着年龄、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研究表明,两岁

左右的儿童开始和大人一起叙述过去的经验和生活故事 ,不过这个阶段儿童所叙述的

故事既简短 ,又没有条理 ,而且过多依赖于大人的提示与帮助 ;三 四岁的幼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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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叙事 ,并且在叙述时能提到两个以上的事件 ,还会使用到时间和指称用语 ;

五六岁的幼儿一般可以叙述一个较长和完整的故事 ,呈现一定的故事结构 ,并用恰当

的语言形式对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解释c一般来说 ,研究者通过考察叙

事结构、叙事顺序和叙事评价来考量儿童叙事能力的发展水平。

叙事结构表明了叙事内容的组织框架 ,包含 :摘要 ,人物、时间、地点、背景 ,

行动 ,观点 ,解决方法和结语六个要素 ,不过在 6岁 以下儿童所叙述的生活故事中一

般看不到如此完整的叙事结构。3,5岁 到 9.5岁 的儿童中有七种常见的叙述模式 :①混

乱模式 ,对事件的叙述不辨时间,地点、人物混乱不清 ,听者难以理解 ,常见于 4岁

以下的儿童叙事。②贫乏模式 ,语言很少或只叙述了两个连续的事件 ,常见于 4岁 儿

童的叙事。③跳跃模式 ,围绕整合的经验 ,从一个时间跳跃到另一个时间,中 间遗漏

了一些重要事件。④时间顺序模式 ,只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 ,没有带情感色彩的

实际评价 ,这种模式在每个年龄段都有出现 ,但是在四五岁的儿童中最多c⑤以高潮

结尾的模式 ,故事以高潮结尾 ,没有解决方法 ,常见于 5岁 儿童的叙事。⑥古典模式 ,

故事中有高潮、有解决方法 ,是最完整的叙述结构 ,常见于 6岁 及以上儿童的叙事 c

⑦混杂模式 ,即上述不同叙述模式混杂在故事中。

叙事顺序指用来表达时间、因果关系或连接所述事件的连词、表示时态或时间的

副词等词汇的使用情况 ,如
“
然后

”“
接下来

”“
已经

”
等。恰当地使用这些词语可更清

楚地呈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使得叙述的内容组织更加有条理。这种能力在学前儿童的

叙事中可以看到 ,不过要到六七岁或小学阶段 ,这些词语出现的机会才较多 c

叙事观点指儿童在叙事中表达 自己或故事中人物的感受和观点、情绪、认知、意

愿时所使用的词汇或语气 ,如
“
高兴

”“
希望

”“
很快

”
等。通过这些词汇和语气 ,儿童

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与评价。成功的叙事除了提供听者需要知道的信启、外 ,还会表达出

叙述者的观点 ,这是叙述的意义所在。年幼的儿童往往不能在叙述时表达 自己的观点 ,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在叙事中出现的观点逐渐增多。

从儿童叙事语言能力发展来看 ,其叙事能力的提高涉及对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呈

现、对事件内容的组织与连接 ,以及对个人观点的表达等方面的经验与日常的叙事不

同,叙事性讲述更强调在较为正式场合中的独白,因而独立构思讲述内容、对语境和

听众具有敏感性等 ,也是儿童发展叙事性讲述的语言能力必不可少的经验。《纲要》在

语言领域的日标中提出
“
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

”
,并要求

“
鼓励幼儿大胆、清楚

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

;《 指南》在
“
语言

”
领

域的
“
倾听与表达

”
维度也提 H」

“
愿意讲话并能清楚地表达

”
,并建议

“
鼓励和支持幼

儿与同伴一起玩耍、交谈 ,相互讲述见闻、趣事或看过的图画书、动画片等
”
。这些

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儿童叙事讲述能力的目标与要求。据此 ,我们将幼儿

叙事性讲述的核心经验划分为二个维度 :一是使用较为丰富多样的词句讲述 ;二是有

条理地组织叙事性讲述的内容 ;二是感知独白语言的语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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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为丰富多样的词句讲述

叙事性讲述是一种脱离语境的语言能力 ,所描绘的事件与当前的现实只有极少的

关联 ,也就是说 ,事件远离现实情景c这种脱离语境的语言能力表现为叙说者不必借

助现场的事物 ,即能对听者所不了解的事件清楚地描述 ,这就要求叙说者能够选用恰

当的词汇和运用不同形式的语句讲述。在叙事性讲述学习的过程中,幼儿能逐渐积累

丰富的词汇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 ,以及常用的句型 ,如陈述句、疑问句和

反问句等 ,并学会在讲述时选择恰当、准确的语言形式进行 ,从而为听者提供清楚的

故事信息与生动的形象描绘 ,吸引听众的兴趣并帮助听众理解 c《 指南》中要求 5~6岁

幼儿
“
讲述时能使用常见的形容词、同义词等 ,语言比较生动

”
,即反映了对这一核`b

经验的要求。这个方面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的发展阶段如下。

(1)在讲述中说出事件中相关的人、事、物名称。

词汇能力是儿童较早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能力 ,是儿童学习叙事性讲述的基础 :

研究表明,儿童最早的叙事是对事件中的相关人、事、物进行命名。儿童最早掌握的

词汇以名词为主c因 而 ,在
“
使用较为丰富多样的词句讲述

”
这一核心经验发展的初

始阶段 ,表现为在讲述中能说出事件中相关的人 、事、物名称。教师可以在教育教学

活动中为幼儿提供各种支架感知讲述的对象 ,帮助幼儿认识不同的事物并掌握其名称 ,

为进一步讲清楚事情的过程做好铺垫。如在
“
小猪的野餐

”
这一活动中,教师一边播

放 PPT,一边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说出小猪的名字和小猪去野餐时带的各种食物。在弄

清楚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与物品后 ,幼儿才有可能将事情的经过讲清楚 c

(2)使用常见的动词讲述人、事、物之间的简单关系。

名词和动词是儿童较早掌握的两种词汇 ,名词可以用来描述动作的施者或受者 ,

而动词将动作的施者与受者联系起来 ,构成了最简单的叙事情节 ,即谁做了什么。因

而 ,在使用丰富多样的词句讲述这一经验的初始阶段 ,还包括使用常见的动词讲述人、

事、物之问的简单关系。如在
“
幼儿园里朋友多

”
这一活动中,教师出示幼儿在骑木

马、拍铃鼓、抱娃娃的照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观察 ,使之学会用
“
抱、骑、拍

”

等动词描述人与物之间的简单动态关系。

(1)在讲述中注意运用一些生活中习得的形象的词句。

叙事性讲述不仅要求讲清楚谁做了什么 ,还要求使用较为丰富形象的语言。

面 ,幼儿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评价 ,如
“
喜欢

”“
小小的

”“
把球踢得远远的

”
一方
“
五彩

缤纷的花朵
”

等 ;另 一方面 ,这些形象的词语也能使得讲述的内容更为生动 ,从而满

足听众的兴趣 ,吸引听众的注意。因此 ,在能够讲述清楚事件中基本的人、事、物及

其之问关系的基础上 ,幼儿还需要学会运用一些生活中习得的形象的词语。如在
“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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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里的声音
”

这一活动中,教师首先播放动物的叫声 ,然后通过提问引导幼儿从不同

的角度形容动物的声音。幼儿依据 自己的生活经验 ,分别运用了
“
叉粗又响

”“
震得树

叶唰唰地抖
”

等形象的词句描述老虎的声音 c

(2)在讲述中使用几种不同的句式。

汉语中常用的句式从表达语气上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陈述

句是用来陈述一件事情的句子 ,分肯定句和否定句两种 ,是叙事讲述中最常用的句式 c

疑问句是用来向别人提出问题的句子 ,包括是非问句、反复问句、选择问句、特指问

句和简略问句五大类。祈使句是用来要求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句子 ,包括要求和

禁止两类。感叹句是用来表示某种感情的句子。如何使用及使用哪种句式 ,主要看说

话的场合、对象、目的和范围等c随着语法能力的发展 ,幼儿逐渐在 日常交流中掌握

上述句式c因而 ,在稳定阶段 ,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在叙事性讲述时同时使用几种不同

的句式 ,以使讲述的语气有所变化 ,表达出更丰富的情感色彩。

(1)运用较丰富的词句讲述相近的意思。

到了拓展阶段 ,为增强叙事性讲述的生动形象性 ,要求幼儿能够在讲述中灵活运

用较丰富的词句。随着词汇、语法和语用等基本语言能力的发展 ,幼儿有了较为丰富

的词汇和句式的积累,在教师的帮助下能够学会依据讲述的场合、对象和目的等囚素 ,

灵活地运用各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以及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等各种句

式 ,使 自己的讲述更生动 c

(2)描述一些细节让讲述更生动。

要使叙事性讲述更为生动形象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描述细节 ,比如描述事件中人

物的外貌、语言、心理活动等 ,让听众听了以后能够在脑海中产生画面感 ,如 同身临

其境。因而 ,在使用丰富多样的词句讲述这一经验的拓展阶段 ,还包括描述一些细节

让讲述更生动。如在
“
小鸟旅行记

”
这一活动中,教师除了给出看图讲述的四要素以

外 ,还通过出示对话框提问
“
小鸟在无边无际的湖面上飞时是怎样想的?”

“
小鸟看到

自己在乌龟的背上会说什么? 小乌龟又会说什么 ?” 等等 ,引 导幼儿讲述小鸟的心理

活动和乌龟的对话 ,丰富幼儿的想象与表达。

(二 )有条理地组织叙事性讲述的内容

成人较完善的叙事结构通常包括摘要、人物、时间、地点、背景、行动、观点、

解决方法和结语等。在叙说故事时,有条理地组织内容能够更好地呈现故事结构 ,能

更清楚地交代整个事情发生、发展与结束的来龙去脉 ,使听者了解完整的故事内容。

在叙事性讲述学习的过程中,幼儿逐渐学会通过主题联系一个个行动事件 ,理解并说

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学会有内容、有顺序、有重点地讲述 ,从而使听者更清楚

地获得事情发生发展的线索。《指南》要求幼儿在 4~5岁 时
“
能基本完整地讲述 自己的

所见所闻和经历的事情
” “

讲述比较连贯
”
,在 5~6岁 时

“
能有序、连贯、清楚地讲述

彐 ,

彐

一方

三彩

T翡

t及

森



一件事情
”

等,即反映了对这一核心经验的要求。这一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的发展阶

段如下。

此阶段幼儿能围绕主题讲述一些相关的内容,可能包含一两个行动事件。叙事性

讲述从语言应用上来说具有命题的特点,即教师给幼儿讲述的命题,幼儿必须根据内

容要求 ,组织相应的词和句子来讲述命题内容。因而,在初始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

幼儿能够围绕主题讲述 ,不说与主题无关的事,也就是不跑题。另外,从幼儿讲述能

力发展的过程而言,在初始阶段幼儿能够讲述出 1~2个行动事件就可以了。如在小班

“
过年啦

”
这一活动中,教师请幼儿以

“
过新年

”
为主题 ,讲一件过年时有趣的事。纰

儿以自己带来的照片为凭借物,围绕
“
过新年

”
这一主题 ,有的讲述

“
吃好吃的

”
,有

的讲述
“
回家看奶奶

”
,有的讲述

“
看烟花

”
等。

(1)围绕主题讲述几个相关的行动事件。

在稳定阶段,围绕主题讲述依然是叙事性讲述的核心经验要点,但是在讲述的事

件数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这一阶段,幼儿应该可以围绕主题讲述两个以上相关

的行动事件。如上面提到的
“
过年啦

”
这一活动,如果是中班幼儿,教师可以请幼儿

围绕
“
过年

”
讲述两三件有趣的事 ,并把他们串起来成为一个故事。

(2)会使用常用的连接词表明事件发生的顺序

在讲述多个行动事件时,使用连接词将这些事件按照一定的顺序串起来,能够更

清楚地表达出事情发生的经过 ,让讲述的内容更有条理c因 此,在稳定阶段,幼儿亡

该不仅能围绕主题讲述几个相关的行动事件 ,还应该会使用常用的连接词表明事件旷

顺序,即有顺序地讲述c如在
“
风娃娃

”
这一活动中,教师按顺序出示四张图片,并

提示中班幼儿用
“
先

”“
然后

”“
最后

”
等表示时间顺序的连接词把风娃娃做的几件好辜

连起来讲。

(1)围绕主题讲述清楚

围绕同一主题所发生的

的顺序,这些事件之间还有

敞
盯婪鲸猛黏

独白语

叙事性讲述是在较为正

及听众的年龄、性别、

重要的内容,或强调听

段,幼 儿要能够重点详细

这一活动中,教师通过对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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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促使幼儿更加仔细、准确地观察图片,分辨角色的语言,理解
“
大象如何救兔子

”
这一重点情节,从而准确详细地描述大象救兔子的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b理活动禾盯寸话。

(三 )感知独白语言的语境

叙事性讲述要求叙说者具有对语言交流信息清晰度的调节技能,能够依据讲述的语言情境、听众的特点,以及反馈等具体情况调节自己讲述的主题、内容、语言形式以及时间长短等,以清楚有效地传达信息。在叙事性讲述学习的过程中,幼儿逐渐感知在集体面前讲述与日常谈话语境的不同,尝试独立构思并清楚完整地讲述,同时学习运用动作、语气和评价等方式吸引听众的注意。这一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的发展阶段如下。

此阶段幼儿知道在集体面前讲述与日常谈话有所不同,并愿意在集体面前讲话。与日常谈话不同,叙事性讲述为幼儿提供的是一种学习和运用比较正式的语言的场合 ,幼儿在叙事性讲述活动中不能像谈话活动中那么宽松自由地交谈 ,要慎重考虑后才能发表个人见解;幼儿说话不能有很大的随意性,应该经过较完善的构思,有头有尾地说出一段完整的话来 ;在用词造句方面,要尽量注意正确、准确,合乎规则。如,同样是说
“
春天

”
这一主题的内容,在谈话中幼儿可以随便谈论 :“我看到小草发芽了 ,才露出一点点绿的颜色,嫩嫩的有一点好闻。

”
而在叙事性讲述活动中,幼儿则要根据图片内容说 :“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小草透出了一点点绿色,柳树发出了新芽。春风轻轻地吹过⋯⋯”

同时,由于叙事性讲述活动是一种集体参与的活动,无论活动参与的人数多或少 ,幼儿都要在集体面前讲述。因此,在初始阶段,要求幼儿能够愿意在集体面前讲话 ,但并不强求幼儿在集体面前讲述时能做到大胆、轻松、声音洪亮、吐词清楚等较高的要求。

(1)借助凭借物,能够围绕叙事主题进行简单构思并在集体面前讲述。
幼儿阶段儿童脱离语境进行讲述的能力正在逐步获得发展,在讲述时往往需要借助凭借物进行回忆、想象和构思。凭借物可以是教师或幼儿准各的图片、实物、情景等c教师通过提供讲述活动的凭借物,给幼儿划定讲述的主题,使幼儿能够学习围绕主题进行构思和讲述。在稳定阶段,要求幼儿能借助于凭借物,围绕主题进行简单构思并在集体面前讲述,对构思的完整性和生动形象性等不做过高的要求。如在中班“

快乐的星期天
”
这一活动中,教师提供三幅图片,并准各了示范性讲述内容 :“星期天的早上,阳光明媚。妈妈给乐乐做了丰盛的早餐,有牛奶 ,有鸡蛋,还有三明治 ,乐乐吃得饱饱的。吃好早饭,妈妈带乐乐去公园玩c公园里面真热闹,有的小朋友在荡秋千,有的小朋友在踢皮球 ,乐乐骑上了旋转木马,转啊转,他可开心了!快乐的



星期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今天过得真高兴 ,乐乐在梦里也笑得甜甜的c” 示范性讲述内

容不仅讲述清楚了三幅图片中的内容 ,并且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人物的动作 、心情 ,周 围的场景等细节 ,而对于幼儿来说 ,只要能够依据图片清楚有

顺序地讲出乐乐在星期天做了
=件

事情、感到很开心等内容就可以。

(2)讲述时借助一些简单的表情、动作进行形象表现。

言语交际的实质是利用语言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感情。人们在交流时并不仅限于

口头语言 ,往往会伴随着丰富的肢体语言 ,如表情、手势等 ,这些肢体语言往往能够

更直观地表达出人在交流时的情感色彩 ,给听众以更强烈的感受。因而在稳定阶段 .

要求幼儿在讲述时借助一些简单的表情、动作进行形象表现 ,给予听众更直观、更强

烈的情感感受 ,更好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1)借助凭借物 ,围绕叙事主题进行较完整的构思并在集体面前讲述。

到了拓展阶段 ,叙事性讲述对幼儿借助凭借物进行构思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不仅能够构思出相关的内容 ,而且要求构思出较完整的内容 ,能面向集体 ,合理地

组织语言 ,完整地讲述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如上面提到的
“
快乐的星期天

”
这一活

动 ,在拓展阶段虽然不要求幼儿的构思与讲述能达到老师的示范性讲述内容的水平 .

但要求幼儿除了说清楚图片中的内容外 ,还要能够用连接闶把几件事情串起来 ,讲清

楚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乐乐做的几件事情和他的快乐心情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2)讲述时会表达 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评价以增强叙事的情感色彩。

在叙事性讲述中,通过形容词、副词和感叹词等词汇的运用 ,能够表达讲述者对

所讲述内容的感受与评价 ,即讲述者的观点 ,这也是讲述的意义所在。囚而 ,在拓展

阶段 ,要求幼儿在讲述时会表达 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评价以增强叙事的情感色彩。以

“
快乐的星期天

”
这一活动为例 ,在拓展阶段 ,除了要求幼儿较完整地构思并在集体面

前讲述以外 ,教师还可以鼓励幼儿使用较丰富的词汇表达观点和评价 ,如使用
“
阳光

明媚
”

形容这天的好天气 ,使用
“
热闹

”
形容公园人多的景象 ,使用

“
笑得甜甜的

¨

表现乐乐的快乐心情 ,等等。

幼儿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由初始阶段经稳定阶段再到拓展阶段的过程与儿童的年

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叙事性讲述经验的获得需要儿童具各某些基本的语言能

力。然而 ,幼儿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的获得与幼儿所处的叙事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 .

如幼儿所处的文化环境是否鼓励叙事 ,幼儿的语言环境是否丰富以及幼儿是否拥有叙

事性讲述的机会等 ,这些条件都会影响幼儿对叙事性讲述的兴趣以及幼儿学习叙事性

讲述的机会 ,从而造成幼儿在叙事性讲述核心经验获得上的个体差异c一般而言 ,初

始阶段的核心经验是幼儿在发展了语义、语法和语用等语言能力之后至开始叙事时幼

儿所处的基本水平。随着幼儿语言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叙事性讲述练习次数的增加 ,

幼儿的叙事语言能力不断获得发展 ,逐步获得稳定阶段的核心经验 ,并逐渐到达幼儿

所能获得的叙事讲述核心经验的最高水平——拓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核心经验的获得



是后一个阶段核心经验积累的基础,但后一个阶段核心经验获得之后,前一个阶段的

核心经验的积累并未停滞下来 ,而是仍然在继续。

对

展

以

面

光

轫

眸

潲

系
’
溆

滩

初

拗

力口,
眺

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