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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儿童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所建立的语言能力为今后的语言和读写学习奠定了基础。1	在幼儿
园前任何语言中建立扎实的语言和读写基础，可为儿童在小学阶段获得较强的阅读理解
能力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最终将从学习阅读转变为通过阅读来学习。对于有阅读障碍症
和其他阅读困难风险的儿童来说，建立坚实的口语和早期读写基础尤为重要。2	儿童透过
与同伴和成年人互动，学习印刷物和发音，以及有机会以有趣和愉快的方式参与阅读和
书写来建立坚实的语言和读写基础。	

在加州，约有	59%	的零至五岁儿
童生活在使用英语以外语言的家庭
中。3	学习一种以上语言的儿童被
称为多语言学习者。 越来越多的研
究得出结论，多语言学习是一种优
势，可以极大地促进多种技能的发
展，包括儿童的学业、认知、语言
和社交技能。4	儿童家庭语言的发
展也有助于他们英语语言的发展，
因为一种语言的坚实基础会在学习
另一种语言时转移至该语言上。5	
此外，鼓励儿童的家庭语言发展还

有助于他们积极的文化和语言认同发展，并加强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6	对于那些说各种
不同于通用美式英语的英语方言的儿童来说，如非裔美式英语或奇卡诺英语，情况也是
如此，他们来到学校时已经掌握了能够支持他们持续学习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7

学前班和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PTKLF)	为加州的所有早期教育计划提供指导，包括过渡
幼儿园	(TK)、联邦和州学前教育计划（如加州州立学前计划、启蒙计划）、私立学前
班和家庭托儿所，指导内容包括三至五岁半儿童在参加高质量早期教育计划时通常会掌
握的各种语言和读写知识和技能。教师可利用	PTKLF	来指导他们的观察，为儿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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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并规划适合儿童发展的、公平的、包容的实践，包括如何设计学习环境和创
造学习体验，以促进儿童在语言和读写发展领域的学习和发展。早期教育计划可以利用	
PTKLF	来选择和实施与	PTKLF	相一致的课程，指导选择与	PTKLF	相一致的评估，为教
育工作者设计和提供专业发展和辅导计划，以支持理解和有效使用	PTKLF，并加强学前
至三年级	(P–3)	在语言和读写方面的学习目标和实践的连续性。	

语言和读写发展领域的组织

子领域、分支和子分支

语言和读写发展领域由两个互补的子领域组成：基础语言发展和英语语言发展。基础语
言发展子领域涵盖了儿童可能正在学习的任何语言的语言和读写发展基础。该子领域专
为所有单语和多语言儿童而设计。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则是为那些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		
时将英语作为额外的语言来学习的多语言儿童而设计。这两个子领域均按相同的分支编
排，如下所述：	

• 听说能力：该分支着重于口语和手语的发展。它涉及儿童如何发展词汇和语法，	
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语言与他人互动、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和了解周围世界的知识。

• 基础读写技能：该分支涵盖的技能有助于儿童未来的阅读和书写发展。这些技能包括
语音意识、字母和印刷物知识以及对印刷物概念的理解。

• 阅读：该分支着重于儿童对读写的兴趣和参与，以及对读给他们听的故事和信息文字
的理解。

• 书写：该分支着重于儿童透过书写沟通思想的初步能力。*	

*		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涉及儿童在书写过程中发展的小肌肉运动技能。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不涉
及书写所需的小肌肉运动技能，因为这些技能并非英语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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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陈述

语言和读写发展领域的每个子分支均有单独
的基础陈述，描述了儿童在高质量的早期教
育计划中应展现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儿
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中在不同时间以
不同方式发展这些能力。基础陈述旨在帮助
教师确定他们可以支持哪些学习机会。	

	“教师”是指在早期教育计划中负
责教育和照顾儿童的成年人（例
如，主导老师、助理教师、托儿照
顾者），包括加州州立学前计划、
过渡幼儿园计划、启蒙计划、其他
中心式计划以及家庭托儿所。

年龄阶段

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使用基于年龄的基础陈述。基于年龄的基础陈述描述了儿童因其在
语言和读写领域的经历和独特的发展历程通常可能知道和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些陈述分
为两个重叠的年龄范围，充分认识到每个孩子在早年的发展都是随着不同时间点在不同
领域透过快速发展期和技能巩固期来逐步达到的：

• “早期基础”涵盖三至四岁半儿童通常表现出的知识和技能。

• “后期基础”涵盖四至五岁半儿童通常表现出的知识和技能。

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不使用基于年龄的水平。本文件提供了英语语言发展水平的说明。

使用范例

对于任何特定基础的每个阶段，都有范例说明儿童以多元化方式展示其知识和技能。早
期和后期基础阶段的范例表明这些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每项基础的前一
个或两个范例在早期和后期年龄阶段保持一致。在英语语言发展中，第一个范例涵盖三
个发展水平：发现、发展和拓展。范例展示了儿童如何在日常例行活动、学习经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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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年人和同伴的互动中展示正在发展的技能或知识。范例还显示了儿童如何在不同背
景下，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在全天的一系列活动中以多样化的方式展示他们不断发展的
技能。

多语言学习者拥有在家庭和社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基础语言能力。在早期教育计划中使
用他们的家庭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增强儿童的归属感、建立与现有知识的联
系、并促进与家庭和社区更深层次的联系。多语言学习者的家庭语言范例说明了在早期
教育计划中，多语言儿童如何透过在学习和与同伴及成年人的日常互动中使用家庭语言
进一步发展这些基础能力。在教师可能无法流利使用儿童家庭语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
各种策略来鼓励多语言学习者使用其家庭语言，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能力。为了
促进沟通和理解，教师可以与讲孩子家庭语言的工作人员或家庭志愿者合作。教师还可
以利用口译员和翻译技术工具与家人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知识和能力。所有教师都应
与家人沟通，让他们了解双语言的好处，以及家庭语言是如何为英语语言发展奠定重要
基础的。教师还应鼓励家人倡导孩子继续发展其家庭语言，以此作为整体学习的资产。

一些范例包括，在儿童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向下一个水平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如何为他们
提供支持。教师可以提出开放式问题，透过提出建议或提示为学习提供鹰架式支持，或
者对孩子的做法做出评价。这些范例应有助于教师判断孩子的发展水平，考虑如何在他
们现有的技能水平上支持他们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向下一个技能水平迈进。此外，虽
然这些范例可以为教师提供宝贵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儿童学习语言和读写知识或
技能的过程中支持儿童的学习和发展，但教师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策略支持儿童在这一领
域的学习和发展，这些范例只是所有策略中的一小部分。在本简介的最后，	“教师如
何支持儿童的语言和读写发展”一节介绍了如何支持儿童的语言和读写学习与发展。此
外，在整个基础中还嵌入了提示框，显示提示和策略，以指导该领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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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领域：基础语言发展

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为任何语言的语言和读写发展确立了基础。该子领域适用于所有单
语和多语言儿童。

• 在家讲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言儿童（例如，在家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儿童，或
在家讲普通话和英语的儿童）

• 在家主要讲一种语言，而在学校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多语言儿童（例如，在家讲西班牙
语，而在学校学习英语的儿童；在家里讲英语，而在语言振兴计划中学习尤罗克语的
儿童；或在家使用美国手语	(ASL)	而在聋人学校接受美国手语和英语教学的儿童）

• 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和在学校讲同一种语言（例如，在家讲西班牙语并参加西班牙
语计划的儿童，或在家里讲普通话并参加普通话计划的儿童），并可能接触到一些英
语的多语言儿童

• 英语单语儿童

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适用于任何早期教育计划，无论其教学语言如何。儿童可以使用他们
的家庭语言或他们正在学习的任何其他语言来展示基础中列出的技能和知识。使用各种英
语变体的儿童可以利用其家庭英语变体和通用美式英语的特点。由于该领域涉及的是任何
语言的语言和读写基础，这些范例说明了多元化语言的儿童如何展示基础中描述的技能或
知识。虽然许多范例都提到了使用特定语言（如西班牙语、英语或粤语）的儿童，但这些
范例中展示的技能和知识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的语言。

对于某些范例，如儿童展示关于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的知识，有必要在范例文字中表
示这些发音。这些发音用	/	/	标记表示；例如，/b/	是与英语字母“B”相对应的发音。有
关范例中标注的发音的完整指南，请参阅本领域的附录。

虽然学习多种语言的儿童可能会表现出英语方面的基础语言和读写知识，但教师在规
划学习活动和教学时，仍应参考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以增强儿童的英语发展。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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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沟通在了解和支持儿童语言发展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儿童的家庭语言不是教师
所理解或使用的语言时。

子领域：英语语言发展

对于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前后将英语作为额外语言学习的儿童，这个子领域为他们的英
语语言发展确立了基础。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可用于在双语计划中学习英语的儿童，也
可用于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早期教育计划。该子领域旨在与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一
起使用。	

虽然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基础代表了儿童英语知识和技能的不断增长，但其目的
是肯定和鼓励儿童继续使用和发展自己的家庭语言。学习英语不会也不应该取代
儿童家庭语言的发展。此外，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利用自己的所有语言资源进
行沟通都是自然且有益的。随着儿童多语言能力的发展，他们会学会利用这些丰
富的语言资源，在不同的情境中与不同的人有效地进行沟通。英语语言发展子领
域中的范例说明了儿童如何同时使用家庭语言和英语进行沟通。

水平

将英语作为额外语言学习的多语言学习者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
英语学习经验。因此，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分为三个水平，以考虑个别儿童使用英语沟
通的能力差异。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额外语言学习没有统一的途径或预定的速度。孩
子们将利用自己的家庭语言知识，并运用这些概念来支持他们的英语学习。孩子们在参
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带有他们在家庭语言和文化中当前掌握的词汇、语法和会话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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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但他们的知识直接应用于英语的程度可能因语言而异。例如，一个在家讲西班牙
语的孩子可能已经掌握了字母和发音的知识，因此可以相对较快地识别英文字母的名称
和发音。或者，一个在家讲普通话的孩子可能已经透过接触汉字对印刷物有了一定的了
解，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支持来学习英文字母的名称和与之相关的发音。

英语语言发展有别于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中的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和所有其他领
域，因为英语语言发展基础的三个水平着重于孩子使用英语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他们
的年龄。这三个水平分别称为发现、发展和拓展，分别如下所述：

• 发现：发现水平的基础描述了儿童在早期教育计划的最初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里
接触英语时所表现出的技能和知识。孩子们越来越会识别英语语音和文字，理解和使
用一些单词，并与英语读物和读写活动进行互动。

• 发展：发展水平的基础描述了儿童更加熟练、更加地地道用英语互动的能力。孩子们
能理解并表达越来越多的想法、愿望和见解，并能应用一些英语语法规则。他们对英
语印刷物惯例和字母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能理解读给他们听的书中的某些信息，并
能尝试用英语字母书写。

• 拓展：拓展水平的基础通常代表了能用英语进行大多数日常互动的儿童所掌握的技能
和知识。这一水平的儿童可在各种语境和互动中使用英语，包括口语和基于印刷物的
读写活动。

儿童也可能因不同的技能而处于不同的英语语言发展水平。例如，他们的听力和口语技
能可能处于“发展”或“拓展”水平，而对某些英语读写技能可能是尚未掌握的，因此
属于“发现”水平。此外，儿童在不同基础水平上的发展速度也可能不同。例如，与英
语语法的发展相比，孩子可能会更快地展示出对字母知识的“拓展”水平。另一些孩子
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由于先前已有一定的英语学习经验，可能已经达到了各项基础
的“发展”或“拓展”水平。他们也许能够将自己的家庭语言知识运用到英语的某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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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不能运用到其他方面。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各不相同。透过个别化地考虑儿童在
每个基础方面的水平，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儿童的优势和需求，以具回应性的方式来支持
他们的英语语言发展。

由于英语语言发展基础不是根据儿童的年龄编写，因此“发展”或“拓展”水平中描述
的某些技能和知识可能并不符合年龄较小的儿童的发展阶段。例如，在考虑关于书写的
英语语言发展基础时，如果儿童能够自己写出几个可识别的英文字母，就表明他们的发
展达到了“拓展”水平。然而，期望年龄较小的学龄前儿童具备这种技能可能并不合
适。因此，应参考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以确定哪些内容适合儿童的年龄发展。这与基
于年级和技能的	K–12	ELD	标准不同。

儿童语言和读写发展的多样性

不同文化的语言使用和惯例差异很大。不同文化对语言和交流的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规
范，如眼神接触、肢体语言、手势、语调以及儿童参与对话和称呼成年人的方式。文化
差异还体现在语言的多样性上。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单词和语法的文化差异都很常见。
语言没有唯一的正确形式。一种语言的多样变体（如非裔美式英语或奇卡诺英语）使用
各种语言特征来分享意义，增加了语言社区的丰富性。8	不同文化的读写传统也不尽相
同；例如，许多文化都珍视用口头语言讲故事的传统，儿童可透过这种方式来发展读写
知识。9	学习多种英语变体的儿童会拥有额外的语言优势，例如认识语言特征，以及知道
何时和如何使用每种英语变体。10	随着儿童学习在早期教育计划及其他环境中使用的语
言，应支持他们保持和利用从其家庭语言变体中获得的优势，以促进其语言的持续发展
和与家庭文化的持续联系。

研究肯定了将多语言视为一种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儿童以所有语言掌握技能和
知识。多语言学习者会发展广泛的语言技能，并且不断学习何时以及如何利用他们的不
同技能来帮助他们应对不同的沟通需求。11	这种做法被称为跨语言运用，指的是个人使
用其全部语言知识来理解和沟通。12	在跨语言运用中，语码转换十分常见，即一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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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对话中或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教育环境中，跨语言
运用可以协助儿童理解想法，支持他们的家庭语言发展，并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建
立牢固的联系。13	支持跨语言运用的实践也为从事语言振兴工作的社区（如原住民部族
和部落社区）提供了重要资源。

多语儿童与单语儿童会表现出不同但同样有效的语言发展路径。14	例如，如果教师只懂
多语言儿童的其中一种语言（如英语），则可能会认为该儿童掌握的词汇比同龄人少。
然而，如果考虑到儿童两种语言的词汇量，多语言儿童所掌握的词汇量通常与他们的单
语同伴差不多。当儿童学习家庭语言或其他语言时，即使他们还不能说出词汇和句子，
也可能理解这些词汇和句子结构。在考虑儿童将英语作为额外语言发展时，尤其需要注
意这种对语言的理解与使用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对称。刚开始接触英语的儿童可能会花一
段时间观察周围的人。15	即使他们还没有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沟通，他们也在透过观
察和其他形式的积极参与进行学习。

语言可以是口语或手语。手语（如	ASL）是聋人社区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基础语言发展
子领域描述了以手语为主要语言或在其他语言之外使用手语的儿童的发展情况。此外，英
语语言发展子领域描述了家庭语言为	ASL	并在早期教育计划中学习英语的儿童的发展情
况。使用手语的儿童可能是聋儿或重听者；不过，听力正常的儿童也可能使用手语作为他
们与家庭成员的主要家庭语言。

有残疾的儿童也可能存在会影响其语言发展途径的发展差异。自闭症谱系障碍、言语或
语言障碍、特殊学习障碍、耳聋和发育迟缓都会影响儿童学习语言不同方面的速度以及
他们展示知识的方式。例如，有些儿童可以理解语言，但可能不会说话。有言语或语言
障碍或其他残疾的儿童仍然可以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掌握多种语言并不会使言
语或语言障碍或其他残疾变得更加明显。16	不会说话的儿童可以学习理解一种或多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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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有某些残疾的儿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开口说
话，或可能使用其他交流方式，如手语、手势或使用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 (AAC)	设备。
对于有残疾的儿童，教师应参考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并定期与儿童的	IEP	团队
沟通，以协助做出适当的调整。	

教师如何支持儿童的语言和读写发展

支持儿童语言和读写发展应强调有趣的、以游戏为基础的教学和活动以及快乐的体验。
有效的语言和读写支持还包括周密的计划、对具体学习目标的仔细考虑、明确的指示、
探究性学习、精心设计的课堂环境以及有意图的日常例行活动和互动。

透过日常例行活动和互动学习

孩子们每天，一整天，在丰富多样的互动和学习体验中学习语言。这些体验发生在支持
词汇和语法增长的日常例行活动和各项活动中，并以儿童的家庭语言或英语进行。孩子
们在实践中学习，例如与成年人和其他孩子对话，以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教师可
以透过鼓励儿童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的家庭语言、提供儿童可以取用的家庭语言书籍、在
标牌和标签上加上儿童的家庭语言和图片（例如，在积木箱上同时标上	BLOCKS	和积木
箱）等方式，促进儿童家庭语言的发展。

设置环境和材料

读写发展离不开印刷物丰富的环境，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书面材料，如英语或家庭语言
的书籍、海报、玩具、标牌和标签。重要的是，每天都要给孩子们读故事书和科普读
物，并透过提供材料让孩子们自己去探索，参与歌谣、押韵和文字游戏来提高他们对读
写的兴趣。体现儿童自身文化、族裔和语言背景的书籍尤为重要，因为这些书籍可以激
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支持他们的理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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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教学活动

读写教学应以游戏为基
础，适合儿童的发展。重
要的读写技能（如语音意
识和字母发音知识）可透
过更有计划的明确教学得
到支持，这些教学内容来
自循证课程，并遵循特定
的范围和顺序。这种教学
应该是有趣的，包括采用
押韵、活跃的游戏和动手
材料。为支持书写发展，
教师可提供各种书写材料
和书写表面。孩子们可以在纸上用铅笔写字，在沙地上用树枝写字，在画架上用蜡笔写
字，在人行道上用粉笔写字，或在剃须泡沫中用手指写字，等等。将阅读与书写教学相
结合是建立基础读写技能的有效机制。例如，对字母发音知识的教学应包括阅读	（识别
字母的发音）和书写（书写字母来表示儿童正在学习的发音）。透过读写，孩子们可以
继续发展语言技能和其他领域的知识。	

在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课堂上，教师还应该有意图地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支持
多语言学习者参与教学内容。这些做法包括用清晰、直接的英语表达，给孩子更多的时
间做出回应，以及用手势、动作、道具和其他物品为语言和读写活动提供鹰架式支持。
在阅读英文书籍之前，教师可以先介绍孩子们在书中会遇到的关键词，以此协助多语言
学习者理解和增加词汇量。18	

与家庭建立联系的机会

教师与家庭之间真诚、互惠的沟通可促进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儿童可能会用
他们所说的任何语言或语言变体（包括他们的教师可能不知道或不会使用的语言或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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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示他们的语言发展，因此，如果教师和家庭成员要了解和支持儿童的发展，就必须与
家庭进行沟通。教师可以：

• 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双向交流的基础上与家庭建立伙伴关系。教师可以提出尊重的、
开放式问题，以建立相互信任的沟通管道。

• 向家庭了解儿童在家中的语言环境以及家庭为其子女设定的语言目标。这些知识有助
于早期教育计划以具文化和语言回应性的方式支持儿童的学习和发展。	

• 向家庭了解孩子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如果教师不会讲孩子的家庭语言，则可以与会
讲孩子家庭语言的工作人员或家庭志愿者合作。教师还可以借助口译员和翻译技术工
具与家庭沟通。

• 与家庭沟通，将与文化相关的故事、书籍或家庭游戏融入课堂环境和读写活动中。教
师可以邀请家长主持这些活动。

• 与家庭合作，促进家庭语言的持续发展。使用家庭语言可以增强儿童的归属感，建立
与儿童现有知识的联系，并加强与儿童的家庭和社区的联系。所有教师均应与家庭沟
通，让他们了解家庭在孩子持续发展家庭语言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以此作为整体学
习的资产。

让家庭参与进来至关重要，对于多语言学习者和讲多种英语变体的儿童尤其如此。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6
语言和读
写发展

尾注
1	 H.W.	Catt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Reading	Disabilities,”	in	The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ed.	

K.	Cain,	D.	L.	Compton,	and	R.	K.	Parril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17);	N.	K.	Duke,	A.	E.	Ward,	
and	P.	D.	Pearson,	“The	Scienc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The	Reading	Teacher	74,	
no.	6	(May	2021):	663–672;	N.	Gardner-Neblett	and	I.	U.	Iruka,	“Oral	Narrative	Skills:	Explaining	the	
Language-Emergent	Literacy	Link	by	Race/Ethnicity	and	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	no.	7	
(July	2015):	889–904;	S-M.Vehkavuori,	M.	Kämäräinen,	and	S.	Stolt,	“Early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Lexicons	and	Language	and	Pre-Literacy	Skills	at	5;0	Years–A	Longitudinal	Study,”	Early	Human	
Development	156	(May	2021):	105345.

2	 H.W.	Catts	et	al.,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Reading	Disabilities	within	an	RTI	Framework,”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8,	no.	3	(May	2015):	281–297;	Catt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Reading	Disabilities,”	312–313.

3	 Ivana	Tú	Nhi	Giang	and	Maki	Park,	California’s	Dual	Language	Learners: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22).

4	 See,	for	exampl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Promoting	the	
Educational	Success	of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ing	English:	Promising	Future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7).

5	 D.August,	P.	McCardle,	and	T.	Shanahan,	“Developing	Literacy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Findings	from	a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3,	no.	
4	(December	2014):	490–8;	D.	K.	Dickinson	et	al.,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Low-Income	Spanish	and	English	Bilingual	Preschool	Children,”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5,	no.	3	(June	2004):	323–347;	F.	Genesee,	“Dual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You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Current	Research	and	Emerging	
Direc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ed.	Eugene	E.	García	and	Ellen	C.	Frede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2010),	59–79;	F.	Genesee,	“Rethink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d.	V.	A.	Murphy	and	M.	Evangelou	(UK:	British	Council,	2016).

6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mproving	Education	for	Multilingual	and	English	Learner	
Students:	Research	to	Practice	(Sacramento,	CA: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0),	
46;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Promoting	the	Educational	
Success	of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ing	English,	18–24.

7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nglish	Language	Arts/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California	Public	Schools:	Kindergarten	Through	Grade	Twelve	(Sacramento,	
CA: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5),	879–936;	R.	Lee-James	and	J.	A.	Washington,		
	“Language	Skills	of	Bidialect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38,	no.	
1	(January	2018):	5–26;	J.	A.	Washington	and	M.	S.	Seidenberg,	“Teaching	Reading	to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American	Educator	(Summer	2021).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7
语言和读
写发展

8	 Lee-James	and	Washington,	“Language	Skills	of	Bidialect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5–26.

9	 See,	for	example,	S.	B.	Heath,	“What	No	Bedtime	Story	Means:	Narrative	Skills	at	Home	and	
School,”	Language	in	Society	11,	no.	1	(April	1982):	49–76.

10	 Lakeisha	Johnson	et	al.,	“The	Effects	of	Dialect	Awareness	Instruction	on	Nonmainstream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Reading	and	Writing	30	(November	2017):	2009–2038;	Lee-James	and	
Washington,	“Language	Skills	of	Bidialect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5–26.

11	 O.García,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09),	42–73;	L.	M.	Espinosa,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Early	B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ext,”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2,	no.	1	(February	2015):	14–31.

12	 O.García	and	L.	Wei,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17–130.

13	 Joana	Duarte,	“Translanguaging	in	the	Context	of	Mainstream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17,	no.	2	(April	2020):	232–247;	Ofelia	García	and	Camila	
Leiva,	“Theorizing	and	Enacting	Translanguaging	for	Social	Justice,”	in	Heteroglossia	as	Practice	
and	Pedagogy,	ed.	A.	Blackledge	and	A.	Creese,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Vol.	20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4),	199–216;	Nancy	H.	Hornberger	and	Holly	Link,	“Translanguaging	
in	Today’s	Classrooms:	A	Biliteracy	Lens,”	Theory	Into	Practice	51,	no.	4	(May	2012):	239–247;	
C.	Williams,	A	Language	Gained:	A	Study	of	Language	Immersion	at		
11–16	Years	of	Age	(Bangor,	UK:	University	of	Wales,	2002),	36–43.

14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Promoting	the	Educational	
Success	of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ing	English,	107–164.

15	 P.	Tabors,	One	Child,	Two	Languages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Publishing	Co.,	2014),	52.

16	 Deborah	Chen	and	Vera	Gutiérrez-Clellen,	“Early	Intervention	and	Young	Dual	Language	
Learners	with	Special	Needs,”	in	California’s	Best	Practices	for	Young	Dual	Language	
Learners:	Research	Overview	Papers	(Sacramento,	CA:	Publisher,	2013),	209–230;	
Johanne	Paradis,	“The	Interface	Between	Bilingual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1,	no.	2	(April	2010):	227–252.

17	 See,	for	example,	A.	E.	Ebe,	“Culturally	Relevant	Texts	and	Reading	Assessment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Reading	Horizons:	A	Journal	of	Literacy	and	Language	Arts	50,	no.	3	
(September	2010):	193–210.

18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mproving	Education	for	Multilingual	and	English	Learner	
Students,	220.



语言和读写发展

基础语言 
发展

本文件是《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的翻译版本。范例的翻译可能
无法准确反映其他语言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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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言发展子领域中的学前/过渡幼儿园学
习基础

孩子们透过各种方式沟通他们的语言和读写知识与技能，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方
式。他们的沟通方式可能包括用自己的家庭语言、教学语言或多种语言进行口头沟
通，或透过使用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工具。也可能包括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如使用
不同的材料绘画和制作模型，或透过动作、行为或角色扮演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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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1.0 - 听说能力
子分支：词汇

学习多种语言的儿童在学习和了解世界时，能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任何语言的词汇
知识。这就是所谓的跨语言运用。学习多种语言的儿童可能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某些
词汇，也可能掌握多种语言的某些词汇。多语言儿童的词汇量包括他们所掌握的所
有语言的词汇，与单语儿童的词汇量相当。	

基础	1.1	 理解和使用词汇 

早期  
3 至 4 ½ 岁

理解并使用词汇来描述日常生活中	
	（如透过游戏、对话或故事）经常遇
到的物体、动作和属性。	

后期 
4 至 5 ½ 岁

理解并使用越来越多的词汇来描述
日常生活中（如透过游戏、对话或
故事）遇到的物体、动作和属性。	

早期范例

在游戏过程中，当同伴用英语说“我想
玩卡车”时，孩子会把卡车递给同伴。	

后期范例

在游戏过程中，当同伴用英语说“我
想玩蓝色的自卸卡车和挖掘机”时，孩
子会把蓝色的自卸卡车和挖掘机递给同
伴，而不会递给拖拉机或黄色的自卸卡
车。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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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1	 理解和使用词汇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英语对教师说：“嗯，我
喜欢和我的超级英雄一起玩”。当教师
回答“你的超级英雄，给我讲讲吧”，
孩子解释说：“他跳得好高。”	

在用橡皮泥做饼干时，一个孩子用英
语和旁遮普语向另一个孩子解释说：
	“不，不要吃。它们是	ਕੱੱਚੀੀਆ”。
	（不，不要吃。它们是生的。）

一名儿童在玩积木时用越南语与同伴交
流：“Tớ	đang	làm	tòa	lâu	đài	bằng	
gỗ”（我在做一座木制城堡）。

一个孩子用苗语对同伴说：“Kuv	nyiam	
koj	lub	tsho	ntsuab!”（我喜欢你的绿
衬衫！）

一名儿童向教师展示交流卡上的“火
车”，要求听关于蒸汽火车的故事。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英语向教师解释说：	
	“嗯，我喜欢和我的超级英雄一	
起玩。”当教师回答“你的超级英
雄，给我讲讲吧”，孩子描述道：	
	“他能黏，能爬，还能跳得比摩天	
大楼还高。”	

在游戏过程中，一个孩子一边用
西班牙语对同伴说：“Mira	los	
diamantes。¡Cómo	brillan！	
¡La	corona	es	mía	porque	yo		
soy	el	rey！”（看看这些钻石。	
多么耀眼！王冠是我的，因为我是国
王！），一边指着一顶王冠。

当教师指著书中的地球图片问	
	“这是什么？”（What	is	this？）
时，孩子用普通话回答“地球。	
它是一颗行星。”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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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2	 理解和使用类别词汇 

早期  
3 至 4 ½ 岁

理解并使用常见的熟练词汇来描述类
别及其内部关系。

后期  
4 至 5 ½ 岁

理解并使用越来越具体的词汇来描述
类别及其内部关系。

早期范例

读完一本关于动物园动物的书后，一
个孩子把玩具大象、玩具山羊和玩具狮
子带到餐桌前，并用英语交流：“这些
是我们动物园的动物。”	

当教师用孩子的家庭语言问：“请你
把这个篮子里的食物和这个篮子里的餐
具收起来好吗？”，孩子会把木制的水
果和蔬菜分类放到一个篮子里，把盘子
和杯子分类放到另一个篮子里。	

当教师要求孩子们把玩具分类放进垃
圾桶时，一个孩子一边把动物玩具放
好，一边把一辆小汽车放在一边，并用
普通话解释说：“这是小汽车，不是	
animal	(动物)”。

后期范例

在讨论了不同种类的爬行动物后，教
师朗读了一本书，并让一名儿童指向书
中爬行动物的图片。他们指向了蛇、鬣
蜥和乌龟，但没有指向青蛙或鱼。

一个孩子指着戏剧游戏区的两个碗	
	（一个碗里有苹果、香蕉和芒果，另一个
碗里有胡萝卜、秋葵和玉米），然后指
向相应的碗用英语与同伴交流：“这些
是水果，这些是蔬菜”。	

两个孩子在一起玩时，一个孩子用英语和
粤语告诉另一个孩子：“You	go	get	the	
furniture	for	the	house.		We	need	a	(你去
把家里的家具拿来。我们需要一把)	凳、
一张台，and	a	bed	(和一张床)	”。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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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2	 理解和使用分类词汇 

早期范例（续） 

在玩商店游戏时，一个孩子用英语和同
伴沟通：“我想买一些食物”。同伴用
英语回答：“好的。我有牛奶、面包和
玉米饼	(arepas)”。*

在画架前作画时，一个孩子画了一幅
画，想表示一个洋娃娃和一辆玩具婴儿
推车，并用他加禄语沟通：“Ito	and	
baby	ko	at	ang	kanyang	stroller,	Ito	
and	paborito	ko	na	laruan.”（这是我
的宝宝和她的婴儿车。它们是我最喜欢
的玩具。）	

*arepas	是一种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
玉米面蛋糕。

后期范例（续）

在制作假想城市时，教师用英语表
达：“现在，我们需要一些交通工
具。交通工具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地
方。我要在路上放一辆小汽车和一辆
摩托车。”一个孩子拿起一辆玩具巴
士和一辆卡车，也把它们放在路上。

在用餐时间讨论他们喜欢与家人一	
起做什么时，一个孩子告诉教师：	
	“A	mi	me	gusta	jugar	beisbol.		
Pero	mi	deporte	favorito	es	el	
fútbol”（我喜欢打棒球。但我最	
喜欢的运动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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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3	 理解和使用大小和方位词 

早期  
3 至 4 ½ 岁

理解并使用词语来描述物体的大小和
位置（如“很小”和“在上面”），
包括简单的比较（如“更大”）。

后期		
4 至 5 ½ 岁

理解并使用越来越具体的词语来	
描述和比较物体的大小和位置（如	
	“更长”和“之间”）。	

在不同的语言中，描述性词语以不同的词性来表现。例如，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	
许多描述性词语是形容词（如	tall	或	alto）或介词（如	behind	或	detrás	de）。	
而在韩语等其他语言中，描述词通常是动词（例如“낀다”，意思是“紧贴”）。	

早期范例

孩子一边用英语喊“High！”，一边
跳起来拍打头顶上的墙壁。	

在运动活动中，一名儿童按照教师
的指示向前、向后、向下、向上移动
身体。	

一个孩子用英语解释说：“我得把午
餐放在桌子上”（使用“in”而不是
	“on”，就像孩子家庭语言西班牙语
中的“en”*）。	

*	西班牙语中的“en”可以翻译成英语中
的“in”或“on”。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用英语喊道：“我能跳得比	
Hakeem	还高”，一边跳起来拍打同
伴头顶上的墙壁。	

在运动活动中，一个孩子按照教师的
指示将围巾移到自己身体的旁边、后
面、前面、朝向和远离自己的身体。	

在小组活动中种植树苗时，一名儿童用
波斯语与同伴交流：	“   من.  به  بده  وبیل

	”  کنم.  تر  گود  رو  چاله  میخوام  کهبده
	（把铲子给我。让我把洞挖深。）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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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3	 理解和使用大小和方位词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阿拉伯语交流：	“   سياراتعنده 

他的车比）”  سيارات.  كمان  مني.بديأكتر
我多。我想要更多的车。）

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描述一个艺术项目。
	“Es	el	sol.Y	el	caballo	está	abajo	del	sol	
porque	está	en	el	suelo”（这是太阳。
马在太阳下，因为它在地上。）		

后期范例（续）

在户外吹泡泡时，教师用美国手语	
示意：“你看起来很不高兴，怎么
了？”，一个孩子用美国手语解释
说：“他的泡泡棒比较长。我的太	
短了，够不到肥皂”。

在积木区玩耍时，一个孩子用西班
牙语告诉另一个孩子：“Pon	los	
bloques	azules	enfrente	de	la	torre.	
¡Asi	hacemos	el	rio!”（把蓝色积木
放在塔的前面。把它们当成河流！）

数学和历史 - 社会科学	-	上述基础与数学基础	3.1“比较物件可衡
量的属性”和数学基础	4.5“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相似。它也
与历史	-	社会科学基础	5.2“沟通地点和方向”相似。所有三个领

域都有意图地包含了涉及儿童对物体位置理解的基础。在基础语言发展方面，此基础
涉及儿童词汇的发展，以理解和沟通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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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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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词汇的增长和发展
儿童在与同伴和成年人的互动中，透过游戏、教学活动、读写体验和日常例行
活动来学习词汇。除了使用循证语言和读写课程，并按照特定的范围和顺序开
展有趣的活动外，教师还可以透过以下方法，在日常互动和日常例行活动中帮
助儿童发展更高级、更准确的英语或其家庭语言词汇：

• 讲述孩子们正在做的事情，并说出他们正在玩的物品的名称。持续一致
地将单词与动作和物品联系起来，有助于巩固儿童对这些词汇的理解。

• 在对话和活动中向孩子们介绍新单词。例如，在科学活动中，教师可以用
词汇来描述类别（如“哺乳动物”或“花”）；在数学活动中，教师可以
用词汇来描述形状、相对大小（如“最长”）和物体的位置（如“在上
面”或“在之间”）。	

• 在计划的学习活动之前，用图片、物品或动作来介绍新词汇。例如，在
科学活动“建造机器”之前，教师可以用滑轮或杠杆等新物品的真实名
称来介绍它们。	

• 让孩子们阅读图画书、故事书和科普读物。教师可选择与儿童自身经
历、兴趣或课程主题相关的材料。儿童可能需要多次体验相同的材料来
学习新词汇的含义。	

• 与家庭和社区合作，支持儿童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学习词汇。鼓励家庭成
员用家庭语言读书、唱歌和讲故事。家庭成员还可以帮助教师学习理解
或沟通一些与课堂活动有关的关键词，以便在课堂上为孩子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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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语法 

儿童可以利用自己所有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语言资源来理解他人并与他人沟通。这就
是所谓的跨语言运用。多语言学习者展示了灵活运用所有语言的词汇、句子结构和
其他非语言沟通形式来表达意思。儿童可能会进行语码转换，即在同一个句子或对
话中使用两种语言。例如，他们可能使用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同时使用两种语言
的词汇。学习多种英语变体的儿童会使用他们在家里、社区和早期学习计划中学到
的各种英语变体的语法结构。

基础	1.4	 使用语法特征和句子结构 

早期		
3 至 4 ½ 岁

使用常见的词形和句式来表达想法和
观点。	

后期		
4 至 5 ½ 岁

使用常见和不太常见的词形和句式来
表达复杂的想法和观点。	

语言使用词形变化（组合或改变单词的一部分）和句法（单词在句子中的顺序）来
表达意思。不同语言的语法复杂性有所不同，有些语言的词形变化复杂性更高，有
些语言的句法复杂性更高。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中，孩子们将学习使用包含两个或多
个词组的句子和一些不常用的不规则词汇。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邀请同伴一起玩沙箱，并用
英语说：“我们在修路。这辆卡车用来
装水泥。你也想玩吗？”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邀请同伴一起玩沙箱，并用
英语说：“我们在做水泥。所以我们把
它挖出来了。但是	Adrian	说我们应该
造一艘宇宙飞船。”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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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4	 使用语法特征和句子结构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在上学时用英语和西班牙语
与双语教师沟通：“¡Maestra,	mira,	
tengo	shoes	nuevos!”（老师，看！
我有新鞋子了！），一边说一边指着自
己的鞋子。教师问：“Sí,	¿De	dónde	
son?”（是的，他们来自哪里？）孩子
回答：“Mi	abuela	me	los	regaló	
ayer”（我奶奶昨天给我的）

早上上学时，一个孩子一边听妈妈读图画
书，一边用旁遮普语说：“ਚਿੱਚੀਟੱਾਾ ਕੱੱੱਤਾਾ ਕੱਰੱਸੀੀ ਤੇਾ 

ਬੈਠੈਾਾ ਹੈ।ੈ”（白色的狗坐在椅子上）。

后期范例（续）

上学时，一个孩子一边指着自己的鞋
子，一边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双语教师
描述：“¡Maestra,	mira,	tengo	shoes	
nuevos!Tienen	cintas	blue.Me	los	
regaló	mi	abuelita	para	el	primer	día	
de	escuela”（老师，快看！我有新鞋
子了！鞋带是蓝色的。我奶奶送给我的
开学礼物！）教师回答说：“And	the	
blue	laces	match	your	blue	sweater	
and	backpack.	¿Es	el	azul	tu	color	
favorito?”（蓝色鞋带和你的蓝色毛衣
和书包很相配。蓝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吗？）

在戏剧游戏区，一个孩子用俄语和
英语与同样会说俄语和英语的同伴
沟通：“You	want	to	buy	some	
фрукт?	дай	мне	three	dollars”（你
想买水果吗？给我三美元。）	

（接下页）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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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4	 使用语法特征和句子结构 

早期范例（续）*

在户外游戏中，当教师说“哇，你的马
车好像装了很重的东西”时，孩子用英
语解释说：“我在推马车，他在拉它！”

一个孩子用普通话请助教帮忙从架子上
拿拼图。“老师，我想玩那个	puzzle	(拼
图)。你能给我拿出来吗？”	

*	本基础课程中的范例说明了所使用语言
中与发展相适应的语法。由于范例语言的
语法与英语不同，其语法复杂性并不总是
能在英语翻译中体现出来。

后期范例（续）

一位讲普通话的教师让孩子描述他们
在书中看到的内容，孩子一边翻阅一
本关于园艺的书，一边指着书页上的
图片用普通话说：“第一页。全是
花。还有蜜蜂还有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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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语言使用 

儿童学习他们的语言、语言变体和文化所特有的会话和社交规范。儿童可能会学习不
同的规范，比如何时以及如何提问和主动与成年人交谈，或如何叙事。例如，在有些
文化中，鼓励儿童倾听和观察他人，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鼓励儿童主动与成年人交
谈和提问。当儿童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时，他们会将新的社交规范新增到自
己的知识储备中。

基础	1.5	 提出问题 

早期  
3 至 4 ½ 岁

使用提问来寻求信息，并澄清和确认
理解。

后期  
4 至 5 ½ 岁

使用提问和追问来寻求信息，并澄清
和确认理解。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用英语问同伴：“你要喂鱼
吗？”	同伴回答说：“是的，我要轮
流喂鱼。”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用英语问同伴：“轮到你	
喂鱼了吗？”当同伴回答“我不知道”
时，这个孩子回答：“是的，因为昨天
你喂过鱼吗？”同伴回答：“没有”，
这个孩子总结说：“好吧，那就轮到	
你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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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5	 提出问题

早期范例（续）

在大声朗读故事时，教师会在两页之
间停顿一下，让孩子们看图片。一个孩
子指著书中的一幅图，用英语问道：	
	“图书馆的老鼠就住在那里？”教师回
答：“是的，你在老鼠的家里看到了什
么？”

一个孩子在点心桌前坐下后，用乌克兰
语问教师：“Це	моя	їжа?”（这是我
的食物吗?）。

一个孩子在玩拼图游戏时用西班牙语问
同伴：“¿Este	va	aquí?”（这块拼图放
在这里吗？）。

后期范例（续）

在大声朗读故事时，教师会在两页
之间停顿一下，让孩子们看图片。一
个孩子指著书中的一幅图，用英语问
道：“他为什么只吃面包屑？他不饿
吗？”教师问小组成员：“有谁知道
老鼠为什么把面包屑当午餐吃？”	

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向教师询问同伴的
情况。“老师，¿dónde	está	Yi-Yun?”	
	（老师，Yi-Yun	在哪里？）教师回答
说：“Yi-Yun	no	está	aquí.	Se	quedó	
en	casa	hoy.”（Yi-Yun	今天没来。她
待在家里。）孩子问：	“¿Por	qué	no	
vino?	¿Está	enferma?”（她为什么没
来？她生病了吗？）

在同伴说自己是独生子女之后，一个
孩子用他加禄语追问道：“Wala	kang	
mga	kapatid?	Talaga?”（你没有兄
弟姐妹吗？没有？）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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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6	 构建叙事能力 

早期  
3 至 4 ½ 岁

用语言构建真实或虚构的简短叙事。		

后期  
4 至 5 ½ 岁

用语言构建有多个细节或情节的真实
或虚构的扩展叙事。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用英语向同伴讲述自己喜欢
的电影中的情节。“灰姑娘是个女孩。
她想去参加一个派对，但她必须有一条
裙子，而她没有。她哭了起来。然后仙
女妈妈给她做了裙子。”

在用餐时间，教师用西班牙语问一个
孩子：“¿Qué	hiciste	este	fin	de	
semana?”（你这个周末做了什
么？）孩子用西班牙语描述了周末和姑
姑一起散步时的所见所闻。“Fui	al	
mercado	con	mi	tía	y	vimos	a	un	
perro.Me	dio	mucho	miedo.”（我和
姑姑一起去散步，我们看到了一只狗。
它吓了我一大跳。）

当教师问孩子周末的情况时，孩子
告诉教师：“我去参加了一个仪式。
那是我们纪念祖先的地方。我有
点害羞，不敢跳舞，但后来我还
是跳了。”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用英语向同伴讲述自己喜欢
的电影中的情节。“灰姑娘是电影里的
女孩，她首先要做所有的工作。她想去
参加一个派对，但她必须有一条裙子，
而她没有。她哭了，因为其他人都能
去。然后仙女妈妈把老鼠变成了小马。
然后她和王子跳舞，她的鞋子不见了，
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用餐时间，教师用西班牙语问一个孩
子：“¿Qué	hiciste	este	fin	de	semana?”	
	（你这个周末做了什么？）孩子用西班牙语
描述了周末和姑姑一起散步时的所见所
闻。“Fui	al	mercado	con	mi	tía.	Vimos	a	
mi	amigo	y	después	vimos	a	un	perro.
Estaba	afuera.	El	perro	era	muy,	muy	
grande.Me	dio	mucho	miedo.	A	mi	tía	le	
gustan	los	perros.	¡A	mí,	no!”（我和姑姑
一起去了市场。我们看到了我的朋友。我
们还看到了一只狗。它就在外面。那只狗
非常非常大。它吓了我一大跳。我姑姑喜
欢狗。但我不喜欢！）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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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6	 构建叙事能力

早期范例（续）

一名失聪儿童用美国手语讲述“小红
帽”的故事。“我是一匹狼。我是一只
凶恶的狼。我要抓住她，她必须给我鲜
花。伐木工会来的”。

一个孩子用苗语向他们的弟弟描述故事
书中的图画。关于其中一幅图，他们
解释说：“Tus	me	nyuam	tsaug	zog.
Ntawm	nov	yog	txhais	khau,	thiab.”	
	（孩子在睡觉。这里还有鞋子。）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英语告诉他的同伴：“我的
爸爸和我的	Fefe	叔叔踢足球。他们每
个周末都踢足球。他们有一个蓝色的足
球。但我的足球是会飞的足球。我可以
把球踢得很远，飞向球门！”

一个孩子边玩橡皮泥边用越南语讲
故事。“Đây	là	con	rồng.	Con	rồng	
sống	trên	núi.	Khi	ngoài	trời	nắng	
ấm,	con	rồng	bay	khắp	nơi.”（这是
一条龙。龙住在山上。天气暖和的时
候，龙会到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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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7	 分享解释和观点 

早期  
3 至 4 ½ 岁

分享描述、观点和解释。

后期  
4 至 5 ½ 岁

分享详细的描述、观点和解释。	

早期范例

教师说：“我看到你的画上有很多颜
色。你画的是什么？”一个孩子用英语
解释说：“这是我画的会飞的独角兽，
那是一朵云，那是独角兽的角。”	

一个孩子用英语交流：“它干了。下
次我们应该把盖子盖好。”

在接孩子的时候，当爷爷问孩子为什	
么不穿毛衣时，孩子用俄语回答爷爷：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он	очень	колется.”	
	（我不想穿。它太扎人了。）	

一个孩子用粤语解释说：“我最钟意瀡
滑梯，但是佢太热啦。”

后期范例

教师说：“我看到你的画上有很多颜
色。你能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吗？”一
个孩子用英语解释说：“这是我画的会
飞的彩虹独角兽。我喜欢独角兽。那是
一朵云，那是独角兽的角。我用蓝色和
红色颜料把它涂成了紫色，因为这是我
的最喜欢的颜色。”

一个孩子用英语交流：“它干了。因
为我们没有完全盖上盖子，所以空气进
入，把它吹干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橡皮
泥了。”

在戏剧游戏区，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
对同伴说：“Esa	muñeca	que	tiene	
la	cabeza	muy	grande,	esa	no	me	
gusta.”（那个洋娃娃的头很大。我不
喜欢。）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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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7	 分享解释和观点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一边指着挖掘机臂，一边用波
斯语向同伴讲述自己最喜欢的工程车话
题。“ .  مکانیکیه  بیل  نیست.اون  لودراون 

。那不是前装载机）	”  داره.  اینا  از  چونببین
那是挖掘机。看，因为它有这个。）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读完一本关于埃及金字塔建
造过程的书后，正在用积木搭建金字
塔。教师问：“你在搭什么？”孩子
用英语解释说：“金字塔，还记得
吗？我先搭一个小的。它没有书上写
的那么大”。	

讲乌克兰语的教师问孩子是否洗	
了手吃午饭，孩子用乌克兰语说：	
	“Бачите, мої руки дуже чисті, але вони 
не мокрі, тому що я так довго - довго 
витирала їх рушником.”（看，我的手
很干净，但没有湿，因为我用毛巾擦了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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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8	 参与对话 

早期  
3 至 4 ½ 岁

与成年人和同伴进行来回式对话。在
对话中至少一次围绕主题作出回应。

后期  
4 至 5 ½ 岁

与成人和同伴进行时间越来越长、内
容越来越复杂的来回式对话。在对话
中多次围绕主题作出回应。	

早期范例

两个孩子在沙箱里玩耍。其中一个用
英语问同伴：“Lorena，你饿了吗？”
同伴点点头。然后第一个孩子用英语	
回答：“哦。是的。好吧，我当你妈
妈，”然后拿起碗假装喂同伴。	

一个孩子在读关于海洋生物的故事	
时用英语交流：“它在挥舞手臂。”	
教师回答说：“它在挥舞手臂。它是海
星。”孩子回答说：“对，是海星。”
教师问：“海星有几条腿？”孩子数	
着图片上的腿回答说：“一、二、三、
四、五。”

一位长者正在给孩子读一本关于钓鱼的
书，他用英语说：“看看他们钓了多少	
ya’nni*！”孩子回答说：“我以前吃
过鲑鱼！”

*	Ya’nni	在	Shasta	印第安民族的原住
民语言中是鲑鱼的意思。

后期范例

两个孩子在沙箱里玩耍。其中一个用
英语问同伴：“Lorena，你饿了吗？”
同伴说：“是的！”然后第一个孩子用
英语回答：“哦。是的。好吧，我当你
妈妈。”同伴假装像婴儿一样哭，第一
个孩子说：“你想吃什么？你想喝牛奶
吗？”	

一个孩子在读关于海洋生物的故事	
时用英语交流：“它在挥舞手臂。”	
教师回答说：“它在挥舞手臂。它是	
海星。”孩子回答说：“是的，它看	
起来像星星。所以它是海星。”教师
问：“海星有几条腿？”孩子回答：	
	“五条。就像星星有五个点。所以它	
看起来像星星。”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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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8	 参与对话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的靴子陷进泥里脱落了，	
他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与教师对话。孩子
说：“哦，不。¡Mira,	está	rota!”	
	（哦，不。看，它坏了！）教师问：	
	“¿Está	rota	la	bota?	¿Que	pasó?”	
	（靴子坏了吗？怎么了？）孩子指着	
泥里的靴子回答：“老师，你看。”	

当教师问孩子们是否想在点心时间多吃点
苹果时，一个孩子用韩语回答说：“네, 
주세요 너무 배고파!”（是的，请给我一
些。我真的饿了！）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问一位在教室里
做志愿者的社区里的长者：“¿Doña	
Lilia,	me	puede	leer	este	libro?”	
	（Lilia	女士，你能给我读这本书吗？）	
Lilia	女士回答说：“Sí,	es	el	libro	
del	paletero	que	leímos	la	semana	
pasada.	Cuéntame,	¿por	qué	te	gusta	
este	libro?”（可以，这是我们上周读
的那本关于	paletero*	的书。告诉我，
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孩子回答说：	
	“¡Me	gusta	porque	cuando	hace	
calor	mi	papi	me	compra	una	paleta	
con	el	paletero!”（我喜欢这本书，因
为天气热的时候，爸爸会从	paletero	给
我买棒冰吃）Lilia	女士说：“A	mí	me	
encantan	las	paletas.	La	de	coco	es	
deliciosa.	A	ti,	¿cuál	te	gusta	más?”	
	（我喜欢棒冰。椰子味的很好吃。你
喜欢哪种口味？）孩子回答说：“Me	
gustan	las	de	coco	y	las	de	mango.”	
	（我喜欢椰子和芒果味的。）

*	Paletero	是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社区
以及加州社区用推车售卖棒冰和其他冷
冻食品的人。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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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1.8	 参与对话 

后期范例（续）

两个孩子看完一本画有动物图片的书
后，用普通话讨论他们的宠物：“我
有一条小狗，才一岁，特别可爱。你
有吗？”“我没有。但是我爷爷家有
只大花猫，黄色的，可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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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
言发展

（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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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促进丰富的语言运用  
儿童透过与成年人和其他儿童的对话以及在不同语境中（如用餐时间、讨论
故事或戏剧游戏时）练习语言的使用来学习词汇、语法和语言的社交规则。
教师可以利用很多机会让孩子们参与扩展对话。教师可以：	

• 提出开放式问题，鼓励儿童用超出“是”或“不是”的语言来回答，例
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或“你觉得她为什么生气？”开放式问题
可示范如何提问，鼓励对话，帮助儿童扩展他们的叙事。

• 经常与孩子谈论各种话题，包括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将要进行的活动或
在书中读到的主题，以此来示范语言的使用。	

• 先用新语言解释复杂的话题，然后再用孩子们更熟悉的词语解释。

• 促进来回式对话。教师可以透过扩展孩子们所说的内容、提出后续问题
以及请他们详细阐述来回应他们的交流。	

• 鼓励儿童与讲他们的家庭语言的同伴或社区成员练习家庭语言会话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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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分支：2.0 - 基础读写技能 
子分支 - 语音意识* 

儿童在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中分离和混合单个元音和辅音、音节和音调的能力可能
会移转到他们学习的另一种语言中。在语音意识任务中，当被要求辨认单词的首音
时，儿童可能会使用其家庭语言或其家庭和社区中使用的英语变体的音来辨认单个
辅音、元音或音节。

*	语音意识是指个人对口语声音结构的敏感度。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听力正常的儿童在学前阶	
段开始掌握，并在小学初期学习阅读期间继续发展。请参阅	CDE	有关参议院第	210	号法案耳聋	
或听力障碍儿童语言发展里程碑的数据（加州教育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3	年）。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41
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1	 分离首音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或借助图片或实
物，将语音中首音相同的单词配
对。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或借助图片或实
物，分离并发出单词的首音。	

早期范例（续）

在单词游戏活动中，教师将小鸟玩具
和小虫玩具分类，并说：“小鸟以	/b/*	
开头，小虫以	/b/	开头。还有什么动物
是以	/b/	音开头的？”一个孩子抓起小
熊玩具举了起来。	

一个叫	Marco	的孩子遇到了一个叫	
Marcela	的新助教。Marcela	说：“我
的名字『Marcela』是以『Mar』开头
的。还有什么名字是以『Mar』开头的
呢？”孩子回答说：“Marco！”

*	出现在	/	/	标记中的字符（如	/b/）代表
声音。有关范例中标注的发音指南，请
参阅此领域的附录。

后期范例

在单词游戏活动中，教师指示“找出
以	/b/	音开头的动物”。孩子把小鸟、
小熊和小虫的玩具放在一起，然后说：	
	“小熊，/b/”。

当教师问：“谁的名字以	/m/		
音开头？”，孩子用英语回答：	
	“Marco！”

当失聪儿童的教师用美国手语问：	
	“什么手势使用前额位置？”，一个	
孩子打出了“爸爸、黑色、夏天”	
的手势。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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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1	 分离首音

早期范例（续）

当教师用阿拉伯语问：“   بإشي  تفكربتقدر 

	 你能想）”	    كلمة  زي  حرففيه‘طاولة	’	؟
到与“table”发音相同的东西吗？）孩
子环顾四周，指着一架玩具飞机回答：	
*。（！飞机）”طيارة“	

在与同伴的文字游戏活动中，一个孩子
在给图片卡分类时，把画有蜜蜂的卡片
放在画有飞机的卡片旁边，然后用西班
牙语说：“¡Mira!‘Abeja’	y	‘avión’	
son	iguales.”（看！“蜜蜂”和“飞
机”是一样的。）**	

*	阿拉伯语中的	طاولة（桌子）和	طيارة

 （飞机）都以相同的发音	/t/	开头。	

**	西班牙语中的“abeja”（蜜蜂）和	
	“avión”（飞机）都以相同的元音	/ŏ/		
开头。

后期范例（续）

在与全班同学一起播种的过程中，	
一名儿童识别出教师用西班牙语介绍的
单词开头的元音，如	agua	（水）中的	
/ŏ/	和	hoyo（洞）中的	/ō/（“h”在
西班牙语中不发音）。教师透过引导来
提示孩子，如“La	palabra	‘hoyo’	
comienza	con	el	sonido	...”（单词	
	“hole”以......的发音开始），然后停	
顿一下，让孩子用这个音回答。

当教师举起一把雨伞并问道：“这个
单词是以什么音开头的？”孩子会说	
	“/ŭ/”。

在大自然中漫步时，一名儿童参与了	
	“Veo，Veo”游戏（一个类似于“我
看到”的游戏，但重点是发音）。当
教师用西班牙语说他们看到以	/f/	音开
头的东西时，一名有残疾的儿童跑到
一朵花（西班牙语中为	flor）旁边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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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2	 识别和混合发音 

早期		
3 至 4 ½ 岁

当遇到两个单音节单词（如“sand”
和“box”）时，在成年人的协助下
或借助图片或实物，将它们混合成言
语中的复合词。	

后期		
4 至 5 ½ 岁

当遇到音节和单个发音时，在成年人
的协助下或借助图片或物体，将它们
混合成言语中的单词。	

不同语言的音节划分方式和复合词的长度各不相同，这可能会影响到儿童何时学
会将单词混合在一起。如果儿童学习的语言没有短复合词，儿童可能不会表现出
早期基础阶段中描述的技能。在英语和汉语中，双音节复合词很常见（例如，英
语：doorbell	和	raincoat；汉语：毛虫	(caterpillar)，“毛”和“虫”的复合词，
电视	(television)，“电”和“视”的复合词）。不过，在西班牙语中，复合词通常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节（例如，paraguas	[umbrella]	由“stop”和“water”两
个词组成，medianoche	[midnight]	由“middle”和“night”两个词组成）。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一边荡秋千，一边和教师
用英语玩	What’s	That	Word?	游戏。教
师每推一次秋千，就会说出一个复
合词（sun，shine）的一部分，然后
问孩子：“那个词是什么？”孩子回
答说：“Sunshine”。

在一堂粤语课上，教师展示飞机的
图片，一名儿童将单词飞	(fly)	和机	
(machine)	混合成飞机 (airplane)。

后期范例

教师问孩子：“你能把这些音拼在一
起组成一个词吗？/s/-/ŭ/-/n/./s/-/ŭ/-/n/.
这能组成什么词？”孩子回答：	
	“Sun”。

教师分别说出“sư”和“tử”这两个
音节后，一名儿童在玩玩具动物时用越
南语组合出了“sư	tử”（狮子）。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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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2	 识别和混合发音 

早期范例（续）

在戏剧游戏区玩洋娃娃时，教师问一个
孩子：“把‘hair’和‘brush’连在一
起说会得到什么单词？”，孩子用英语
回答“hairbrush”。

后期范例（续）

在单词游戏中，教师用西班牙语说出
附近教室物品的名称，并分别念出每
个音节。当教师说“lá-piz”时，孩子
回答“lápiz”（铅笔）。

在餐间对话期间，一名儿童用英语	
参加“猜食物”游戏。教师说双音	
节单词（ta-co、su-shi、cra-cker、	
a-apple、bu-tter），并清楚地说出每
个音节。教师问：“这是什么食物？	
Ta-co。”孩子回答：“Taco。”

到了孩子们洗手的时间，教师逐一	
叫他们轮流洗手，并清楚地说出他	
们名字的音节。教师说：“下一个要
洗手的孩子的名字由两部分组成：	
A-mit”。名叫	Amit	的孩子作出反
应，从围圈中走到水池边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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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3	 参与押韵和文字游戏 

早期		
3 至 4 ½ 岁

识别或参与熟悉的韵文或歌谣。	

后期		
4 至 5 ½ 岁

发出押韵的声音或词语。韵文可以是
不完美的，也可以是真实或无意义的
词语。	

早期范例

教师用英语念：“一，二，系鞋带。
三、四、关上门”，孩子参与进来，
一边念押韵的单词，如“two，shoe”
和“four，door”，一边拍手。

教师带领大家唱押韵的歌谣，强调每
句结尾的押韵词。一名有残疾的儿童与
大家一起在每个押韵词时拍手。

教师演唱西班牙语歌谣“Pimpón”。	
	“Pimpón	es	un	muñeco	con	manos	de	
cartón	/	Se	lava	la	carita	con	agua	y	
con	jabón.”（Pimpón	是一个用纸	
板做手的玩偶/他用水和肥皂洗脸）。	
孩子一边做手势，一边用西班牙语唱	
出几个押韵的单词，如	cartón（纸板）
和	jabón（肥皂）。	

后期范例

教师念诵“一，二，系鞋带。三、
四，关上……”，然后暂停等待孩	
子的反应。孩子用英语回答：	
	“Door！”然后教师问：“还有什	
么能与‘four’和‘door’押
韵？Four，door，/m/……”孩子	
把单词补全，说：“More！”

教师用英语问：“哪些单词与	
	‘pop’押韵？”，一名有残疾的儿	
童在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板上指出	
	“stop”的图片。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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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3	 参与押韵和文字游戏 

早期范例（续）

当教师和一群孩子一起唱“Miss	Mary	
Mack,	Mack,	Mack	/	all	dressed	in	
black,	black,	black”，一个孩子加入了
重复词语“Mac”和“black”。这群孩
子学习相应的拍手动作时，这个孩子在
说“Mac”和“black”时也跟着拍手。

一名儿童用尤罗克原住民语言唱早安
歌。“Skue-yen’	’ue-koy	’ne-rah-
cheen,	Skue-yen’	’ue-koy	’ne-rah-
cheen,	Skue-yen’	’ue-koy	’	
ne-rah-cheen,	Keech	’ee	’	roo	kee	’	
ne-ruer-o-woo’-moh!”（早上好，我
的同伴们。早上好，我的朋友们。早上
好，我的朋友们。我们该唱歌了！）	

后期范例（续）

教师邀请一名儿童的母亲加入课堂，与
大家分享用他们家庭语言唱的一首押韵
歌谣。孩子和他的妈妈一起为全班唱一
首他们最喜欢的旁遮普语押韵歌谣。	
	“ਉਤਾੇ ਪੱੱਖਾਾ ਚੀਲਦਾਾ ਹੈੈ 

ਹੈੈਠਾਾ ਂਬੈੇਬੈੀ ਸੀਂਦਾਾ ਹੈੈ। 

ਸੀੱੱਤਾੇ ਸੀੱੱਤਾੇ ਭੱੱੁੱਖਾ ਲੱਗੀੀ  

ਖਾਾ ਲਉ ਬੈੇਬੈੀ ਮੂੰੰਗੰੀਫਲੀ।”（风扇在上面转，
宝宝在下面睡。睡觉时，宝宝觉得饿
了。宝宝，吃花生）。

一个孩子在和同伴玩耍时用英语编了
一首韵文，内容是：“Hello,	Phoebe.
Hello,	easy.	Hello,	teasy.	Hello,	
peasy.”	

一名儿童在戏剧游戏区玩耍时，用西班
牙语和英语混合编写韵文“La	luna	en	
una	cuna	eats	tuna”（婴儿床里的月
亮吃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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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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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的语音意识技能
语音意识是指儿童对语言发音的意识。儿童的语音意识有助于他们理解发音
与字母或字符之间的关系。除了使用循证读写课程，并按照特定的范围和顺
序开展游戏活动外，教师还可以透过以下方法，在日常互动和日常例行活动
中协助儿童发展语音意识：

• 玩以发音和发音操作为重点的游戏，如分离语音单位和将声音混合在一
起。例如，教师可以逐个音节地叫出儿童的名字，并请儿童在听到自己
名字的音节时做一个动作。（在这个范例中，一个叫	Ziyana	的孩子在听
到	“Zi-ya-na”时站了起来。）教师可以玩押韵游戏，即教师先说几个
押韵的词，然后说出另一个押韵词的第一个音，让孩子们完成（例如，	
	“Loose”和“goose”押韵。那么“Loose，goose，/m/…”	
呢？”，让孩子们喊出“Moose！”）。

• 透过强调歌谣和韵文中的某些发音，例如读到“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时，在	/p/	音上夸张地吹气，或在唱到歌谣
的押韵词时移动和跺脚，从而支持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

• 在上述活动中，重点要放在发音上。使用滑稽或无意义的词语可以	
是一种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展示他们对这一技能的理解。孩子可能	
会把“moose”、“goose”和“blabloose”等词押韵，或辨认出	
	“car、kite	和...	caloneybaloney！”等词的开头的发音相同。说出无
意义的词语是孩子们以有趣的方式探索语言和展示理解的一种方式，	
而不需要思考真实词语的压力。

• 邀请家庭与班上的所有孩子分享用他们家庭语言演唱的歌谣和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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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子分支 - 字母知识与印刷物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用他们通常体验印刷物所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来展示他们对字
母和印刷物的认识。如果学习的两种语言字母相似（如英语和西班牙语），多语言学
习者可能会把一种语言的知识运用到另一种语言中。例如，孩子可能认识到字母“N”
在两种语言中都发	/n/	音，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理解字母“J”的字母与发音的对
应关系，因为它在西班牙语中发	/h/	音，而在英语中发	/j/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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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4	 识别字母  

早期  
3 至 4 ½ 岁

将一些字母名称与其印刷形式匹配起
来。这些字母通常是孩子名字中的字
母。

如果学习的是英语、西班牙语或其他
使用相似字母系统的语言（如他加禄
语），则可将一些（约三至八个）大
写字母名称与其印刷形式匹配起来。		

后期		
4 至 5 ½ 岁

将多个字母名称与其印刷形式匹配	
起来。

如果学习的是英语、西班牙语或其他
使用相似字母系统的语言（如他加
禄语），则可将大部分（约	15	到	20	
个）大写字母名称和大约一半（约	
12	到	16	个）小写字母名称与其印刷
形式匹配起来。		

该基础仅适用于使用字母系统作为书面语言的语言（例如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
或阿拉伯语）。普通话和粤语使用的是汉字，与字母系统不同。			

早期范例

在给孩子们读一本书之前，教师先读
书名，然后请孩子们说出书名中的几个
字母。孩子指著书名中的一个或两个字
母，大声说出字母名称。

当拿出一个标有西班牙语		
	“BLOQUES”（积木）的篮子时，
一个孩子指着字母“B”说“B”。

后期范例

在给孩子们读一本书之前，教师先读
书名，然后请孩子们说出书名中的字
母。孩子指著书名中的每个字母，大声
说出字母名称。	

当拿出一个标有西班牙语	
	“BLOQUES”（积木）的篮子时，	
一个孩子大声读出每个字母。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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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4	 识别字母  

早期范例（续）

在一个游戏中让孩子们在房间里找字
母，当教师问道：“你们能找到字母	
	‘C’吗？”时，一个孩子去触摸一个	
写着“CRAYONS”的牌子。

一个孩子指着教师的杯子，上面用阿拉
伯语写着“ ً !اشكر ”（谢谢！）。孩子	
一边用手划过字母，一边大声说出字	
母“ُُش”和“ْْك”。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看着印在午餐盒上的同伴的
姓氏，大声读出字母“Mu-ñ-oz”。

教师用粉笔在地上写字母，然后向	
每个孩子发出指示，如“跳到字母	
	‘J’！”或“扭到字母‘E’！”，	
以此来布置字母游戏。当教师喊道：	
	“快速移动到字母‘G’！”时，一个
有肢体障碍的孩子把轮椅推到写在地
上的字母“G”处。他们针对其他几个
字母重复这个游戏，将轮椅推到教师
喊出的字母处。

一个名叫	진영	(Jin	Young)	的孩子看着
杯子上的姓名标签，大声说出每个韩
文*字母。		

*		韩文字母是韩语字母表。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51
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5	 学习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 

早期  
3 至 4 ½ 岁

认识到字母或字符是有发音的。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成年人的帮助下，准确识别或发出
与几个字母或常用字符相关的读音。	

如果学习的是英语、西班牙语或其他
使用相似字母系统的语言（如他加禄
语），则可准确识别或发出与大约一
半字母相关的读音。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重复教师的英语发音，在字
母书的“S”页上发出嘶嘶声	/s/。	

在玩西班牙语字母拼图时，一个孩子
发现了一块写着字母“N”的拼图。教
师说，“‘N’，/n/，naranja”（橘
子），孩子就重复教师发出的	/n/	音。

一个孩子指着标牌上的汉字，假装大声
读出这些汉字的读音，但不一定是与这
些汉字相对应的读音。	

后期范例

孩子与教师一起翻阅字母书。当教师
说：“‘S’。字母‘S’发什么音？”
孩子回答：“/s/”。教师对几个字母
重复该问题，问每个字母发什么音。

在玩西班牙语字母拼图时，一个孩子
拿起一块写着字母“G”和一只猫（西
班牙语中的	gato）图片的拼图，发出了	
/g/	的音。他们会用更多的拼图重复这
个游戏，例如用	/ē/	发“I”的音（西班
牙语中的相应发音），用	/n/	发“N”
的音。有时，教师会提示孩子说：	
	“‘N.’	¿Cuál	es	el	sonido	de	la	letra		

‘N’?‘N’	 	como	naranja”（“N”。	
	“N”发什么音？“N”比如	naranja		
[橘子]）。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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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5	 学习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给教师看一张贺卡，上面写着	
	“Tết”（新年）。教师指着字母	“T”用
越南语问：“Đây	là	chữ	gì?”（这是什
么字母？）孩子回答：“tê”。教师继	
续问：“Chữ	‘T’phát	âm	ra	sao?”	
	（“T”发什么音？）孩子回答：“tờ”。

孩子指著书上的文字，用普通话问：“这
个怎么说？”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在磁力板上摆放磁性阿拉伯
字母。他们拿起字母 	ألف ，发出	/ă/	
的音。然后，他们再拿起几个字母重
复这个动作。

教师解释了西班牙语中的字母“J”
与英语中的字母“H”发音相似后，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孩子注	
意到天气图上单词“ho”中的字母	
	“H”。孩子指着“H”，发出	/h/		
的音。

一个孩子用手指描出“河”字中的	
	“可”，并用普通话“ke”进行交流，
这表明他对这个字有所了解，即使他
们的读法在语境中并不准确。*

*	在这个范例中，“可”字本身读作	
	“ke”，但在第二个复合字中读音稍有
变化，变成了“he”。透过读“ke”，
孩子表现出了初步的理解。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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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5	 学习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

后期范例（续）

当教师提示“哪个字母发	/d/	的音？”
时，孩子会在横幅上用圆形贴纸贴住
字母“D”，并对其他几个字母重复这
个动作。

在看书中展示蛋糕插图的一页	
时，一个孩子指着书页上的单词	
	“kitchen”，用英语交流说：“那写
着‘cake’。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
的吗？因为‘cake’是以‘K’开头
的”，这表明他对字母发音有了初步
了解。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54
英语语
言发展

（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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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发展儿童对印刷物的了解
让儿童在充满印刷物的环境中学习非常重要，这些印刷物包括书籍、标牌、
标签和字母玩具（如字母积木或字母磁铁）。除了提供有丰富印刷物的环境
和使用循证读写课程，并按照特定的范围和顺序开展有趣的活动外，教师还
可以透过以下方法，在日常互动和日常例行活动中帮助儿童发展早期读写能
力：

• 玩与字母、字符和发音知识相关的游戏。教师可以设置游戏，让孩子们
在教室或家里找字母、配对字母卡或寻找以某个字母发音开头的物体	
	（例如，“我在找以‘P’开头的东西，‘P’发	/p/	的音。谁能找到以
字母‘P’开头的东西？”）。

• 示范如何阅读印刷物，例如，在与小组成员或单个孩子一起朗读单词
时，用手指在单词下面按适当的方向慢慢移动。

• 展示如何在日常活动中使用印刷物进行交流。教师可以指出标志和标
签，并追踪书中的文字，以展示如何阅读。

• 写下孩子们在围圈时间或一天中其他时间分享的想法和观点。这有助于
儿童逐渐了解他们的想法可以用文字来表达。教师可以请孩子们讲故事
或描述他们的作品，同时教师写下他们的想法。

• 在物品和作品上标记孩子的名字，鼓励他们学会认读自己的名字。

• 提供各种语言的印刷材料。教师可与家庭合作，寻找书籍和玩具，或用
孩子的家庭语言书写标签，以支持孩子认识印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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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关于印刷物的概念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用他们通常体验印刷物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来展示对印刷物概
念的认识。	

基础	2.6	 理解印刷物的概念 

早期  
3 至 4 ½ 岁

认识到印刷物是可以阅读且有意义的
东西。		

后期  
4 至 5 ½ 岁

识别环境中一些熟悉的印刷物实例的
含义。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指着一个储物箱上的标签，
用英语问：“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教师回答说：“这个箱子上写着	
	‘Dolls’。‘D-O-L-L-S’拼成单词	
	‘dolls’。箱子上有字，告诉我们所	
有东西都放在哪里”。

一个孩子指着一块写着字的门垫，	
用英语对家长说：“上面写着	
	‘你好！’”（尽管门垫上实际上写的	
是“欢迎”）。

一个孩子假装阅读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写
的一本书，用手指划过书上的单词，大
声编故事。	

后期范例

在清理时间，一个孩子看到地上有两
个空的储物箱。他们将积木放进标有	
	“BLOCKS”的储物箱中，将洋娃娃放
进标有“DOLLS”的储物箱中，因为
他们之前多次观察到教师指出了这些	
单词。

孩子指着写着“欢迎”的门垫，用英
语对家长说：“上面写着‘欢迎’，就
像我们家一样！”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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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6	 理解印刷物的概念

早期范例（续）

一名盲童翻开一本既有印刷文字又有盲
文的书。尽管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阅读
这些单词，但他们能感受到盲文中的单
词，并用英语猜测：“我想这本书是关
于公主的！”。

一个孩子在纸上做类似字母的标记，	
并用西班牙语请教师读他们写的内容。
教师用西班牙语回答：“¿Por	qué	no	
lo	leemos	juntos?	Tu	empiezas.	Dime	
lo	que	escribiste.”（为什么我们不一
起读呢？你先开始。告诉我你写了什
么）。

看双语书时，一个孩子指着一个用英文
或中文写的单词，用粤语说：“That	
says	(这写的是)小鸡”，尽管实际上写
的并不是	“小鸡”。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帮助教师分发同学的作品，	
以便在一天结束时带回家。当孩子拿	
到一张标有“EMIL”的纸时，他念出了
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名字	“Emily”。	
教师回答说：“非常接近！这张纸其	
实是	Emil	的。E-M-I-L。你发现它和	
	‘Emily’有多接近了吗？你认出这里
面有很多字母与	Emily	名字中的字母相
同，对吗？”教师一边解释，孩子们一
边指着写在作品上的	Emily	的名字进行
比较。	

一个孩子指着门外用迈杜语*和英语写
的教室名字	Pokum（太阳），用迈
杜语和英语混合沟通道：“那就是我
们。我们是波库姆人！”

*	迈杜语是北加州的一种原住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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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7	 理解印刷物惯例 

早期  
3 至 4 ½ 岁

表现出基本的书籍翻阅行为和对基本
印刷物惯例的了解，如朝一个方向翻
页和辨别书籍的封面和书名。	

后期  
4 至 5 ½ 岁

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书籍翻阅行为和
对印刷物惯例的了解，如一次翻一
页，了解印刷物的方向和方位。	

早期范例

孩子翻开一本书，只朝一个方向翻
页，但不一定一次翻一页。

当教师要求孩子找出阿拉伯语书籍	
的书名时，孩子会指着封面上书名的	
位置。

孩子和教师一起坐在书架旁的垫子上	
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当教师用英语问：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孩子指著书
名并说出书名，然后假装阅读，同时	
指着每一页上的内容，朝一个方向翻	
动书页。	

后期范例

孩子朝一个方向一页一页地翻书。		

孩子假装用阿拉伯语给洋娃娃读故
事，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用阿拉伯语
阅读时的正确方向）追踪书中文字。

孩子假装用英语自己读一本书，用手指
从左到右追踪书中文字，按正确方向一
次翻一页。

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沟通，在图
画书的开头说“Había	una	vez”（从
前），在读完最后一页后说“结束”。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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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2.7	 理解印刷物惯例

早期范例（续）

一个主要接触波斯语印刷物的孩子拿着
一本书，会把书脊放在右边（这是用波
斯语阅读的正确方向）。当意识到这是
一本英文书时，孩子会把书翻过来，让
书脊在左边，开启封面，然后开始从右
向左翻页。

视力不良的孩子会摸摸书脊，以确定书
的正确位置。

一个孩子与大家分享他从家里带来的一
本西班牙语书籍，他向大家介绍了书
名，并假装用西班牙语朗读书页。	

后期范例（续）

教师建议孩子带一本自己喜欢的用自
己的家庭语言写的书籍与大家分享，
然后一个孩子带来了一本中文书籍	
与大家分享。孩子从右向左转动书页	
	（阅读中文时翻页的正确方向），展示
图片，并使用书中的普通话词汇和同
伴熟悉的英语词汇描述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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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3.0 - 阅读 
子分支 - 读写兴趣和回应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表现出对他们通常体验读写所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读写	
兴趣。	

基础	3.1	 对读写活动表现出兴趣 

早期  
3 至 4 ½ 岁

对读写和与读写有关的活动表现出
兴趣并参与其中。

后期  
4 至 5 ½ 岁

对读写和与读写有关的活动表现出兴
趣并参与其中，时间逐渐延长，独立
性不断增强。	

读写和与读写有关的活动包括朗读、讲故事、唱歌、吟诵、押韵、看书和写作。	

早期范例

孩子给教师带来一本书，让他们用孩
子的家庭语言一起阅读。	

后期范例

孩子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大声“阅
读”*已经背下来的书中的一段内容。

*在这个范例和其他范例中，“阅读”加
引号表示孩子做出读书的动作。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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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3.1	 对读写活动表现出兴趣

早期范例（续）

一名失聪儿童看着教师用美国手语讲
述故事。

一个孩子没有在整个故事时间坐在那
里，而是在读到书中自己喜欢的部分时
跑回围圈。

教师在户外与一小群孩子一起唱童谣
时，一个孩子把双手围成一个圈，随着
节奏摆动。

当教师在孩子们画的画上写下他们的名
字时，一个孩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教师
指着孩子的名字，大声读出来，并逐一
指着每个字母拼读给孩子听。	

后期范例（续）

当一名失聪儿童找到一本祖母在家
里读给他们听的书时，他们会用美国
手语沟通：“我喜欢这本！”然后翻
阅书页，看到自己喜欢的部分就会微
笑。

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收集书架上所
有画有火车的书，因为火车是他们感
兴趣的主题。连续几周，他们每天都
会反复“阅读”自己最喜欢的火车读
物。

一个孩子在玩办公室游戏时假装写
字，在记事本上涂鸦，并用玩具电话
通话。

教师在围圈时间读一本关于昆虫的
书。孩子请教师帮忙找找其他关于昆
虫的书。教师帮孩子找了几本书，孩
子坐下来自己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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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理解和分析适龄文字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表现出对他们通常体验读写所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文本的理
解。	

基础	3.2	 理解故事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孩子听过几次故事后，表现出对
故事中主要人物或事件的基本理
解。	

后期  
4 至 5 ½ 岁

表现出对故事细节的理解，包括对人
物、事件和事件顺序的了解，并利用
他们对故事结构的进一步理解，在被
问及时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孩子可透过回答问题、复述、扮演故事内容、用肢体语言做出回应和创作美术作品
等方式来展示对故事的理解。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所掌握的任何语言来表达对故事的
理解。	

早期范例

教师用孩子的家庭语言多次朗读一个
故事后，孩子会向同伴或毛绒玩具复述
故事，但会省略一些事件，并且不按顺
序提及其他事件。	

后期范例

在听完一个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写的新
故事后，一个孩子向同伴或毛绒玩具复
述故事，介绍故事中的人物，并按顺序
讲述故事中的大部分事件。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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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3.2	 理解故事

早期范例（续）

读了几遍西班牙语故事	Sábado（星
期六）后，教师请一个孩子分享故事内
容。孩子指出了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和主
要情节转折点，并用西班牙语沟通道：	
	“Ava	y	su	mamá	fueron	a	la	biblioteca.	
Y	fueron	al	salón.”（Ava	和她妈妈去
了图书馆。还去了美容院）。

Amy	Wu	and	the	Perfect	Bao	讲述了一
个孩子和她的家人一起做包子的故事，
一个孩子和同伴在集体朗读几遍	
这个故事之后，假装自己在做包子*。	
教师注意到了孩子的游戏，并提示道：	
	“书中	Amy	和她的家人是怎么做的？”
孩子向教师展示了如何揉面团、擀面
团、捏面团。	

*包子是华人社区的美食，是加了咸馅或
甜馅的蒸包。

后期范例（续）

读完西班牙语故事	Sábado（星期
六）后，教师请一个孩子分享故事内
容。孩子分享道：“Ava	y	su	mamá	
estaban	tristes.	Todo	les	iba	mal.
Cancelaron	cuentacuentos	y	los	
peinados	se	arruinaron	en	la	lluvia.
Pero	Ava	abrazó	a	su	mamá.	La	
quiere	mucho.”（Ava	和她的妈妈很
伤心。一切都不顺利。故事时间被取消
了，她们的头发也被雨水淋湿了。但是	
Ava	给了妈妈一个拥抱。她非常爱妈
妈）。

在阅读	I	Want	My	Hat	Back	时，教
师问道：“小熊怎样才能拿回他的帽
子？”孩子用英语回答：“他要去抓
兔子！”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插图上，
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了预测。

（接下页）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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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3.2	 理解故事

早期范例（续）

一名失聪儿童在读了几遍关于两个企鹅
爸爸的	And	Tango	Makes	Three	后，用
美国手语沟通说：“我也有两个爸爸”。

孩子所在部落社区的一位长者偶尔会来
班上讲故事。在讲了几个以郊狼为主角
的故事后，*讲故事的长者问：“为什么
其他动物不敢帮助郊狼？”一个孩子回
答说：“因为它总是耍花招。”	

*在许多原住民部族和部落社区的故事
中，郊狼都是一个捣蛋鬼。

后期范例（续）

孩子用毛绒玩具和桌子与同伴一起编
排木偶剧，按顺序描述故事中的主要
事件。	

在给一小群孩子读一本书时，教师
问：“你们觉得男孩的妈妈知道后会
有什么感觉？”一个孩子用卡片沟通
系统来表达“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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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3.3		 理解信息性文字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孩子体验过几次信息性文字后，对
文字表现出基本的理解。	

后期  
4 至 5 ½ 岁

透过与以前的知识建立联络、进行推
断和提出问题等能力，对信息性文字
表现出更深入的理解。	

孩子可以透过回答问题、贴标签、描述、玩耍、用肢体语言做出反应和创作美术作
品等方式来展示他们对信息文字的理解。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所掌握的任何语言来表
达对文字的理解。	

早期范例

当教师请全班同学创作一幅代表他们
最喜欢的季节的图画时，一个孩子在一
周内阅读了几遍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写的
有关季节的书籍，然后用红色和黄色颜
料画了一幅树叶图。

在朗读了几遍有关环境的书籍后，	
教师请孩子们说出他们在社区中可以采
取哪些行动来帮助地球。一个孩子用粤
语回答：“執乾淨啲trash(垃圾)”。

一个孩子在阅读一本用自己的家庭语言
写的有关飞机和机场的书籍后，与同伴
一起用积木搭建机场。孩子们用较高、
较大和较小的混合结构来代表控制塔、
机场和飞机。	

后期范例

读一本用孩子的家庭语言写的关于季
节的书籍后，教师提示孩子画一幅画，
描绘他们在秋天喜欢做的事。孩子画	
完后，口述活动内容，让教师写在	
下面（例如，“我喜欢帮表哥在花园	
里播种”）。		

朗读一本有关环境的书籍后，教师请
孩子们讨论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帮
助地球。一个孩子回答说，捡起垃圾很
重要，这样我们的城市就不会变脏，动
物也不会误食垃圾。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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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基础	3.3		 理解信息性文字

早期范例（续）

一名教师在节日前一周读了几遍有关亡
灵节*的书。教师引导孩子们讨论他们
对这本书或这个节日的哪些方面感兴
趣。一名有残疾的儿童画了类似金盏花
的橙色花朵（金盏花是一种象征亡灵节
的花），然后把画拿给教师看。教师
用西班牙语回答：“¿Te	gustaron	los	
cempasúchiles?”（你喜欢金盏花？）
孩子点了点头。

一个孩子的亲戚来教室做客，看到了班
上同学制作的向日葵手工艺品，于是开
始向孩子解释种子是如何长成向日葵
的。孩子用英语回答说：“我知道。我
们在书上学过”，他指了指教师在上周
给全班同学读过多次的一本书。	

*亡灵节	(Día	de	los	Muertos)	是墨西哥和
墨西哥裔社区纪念逝去亲友的节日。

后期范例（续）

教师朗读	Round	Is	a	Tortilla（这是一
本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形状的
书，其中包括西班牙语单词）后，一
名儿童画了一幅他们家吃西瓜切片和
切成三角形的玉米饼的图画，并就图
画和书中的形状进行沟通。教师和孩
子一起观察，发现玉米饼的形状可以
是圆形，也可以是三角形，这取决于
是否切开。

阅读一本关于章鱼的书后，孩子假装
自己是一只储存墨汁的章鱼，并思考
章鱼可能需要保护自己的不同原因。

阅读一本关于保持健康的书籍（其中包
括关于营养食品选择的信息）后，教师
邀请全班同学画出一些他们喜欢的健康
食品。一个孩子画了一幅蓝莓图，教师
问他是否还记得蓝莓对我们的身体有什
么好处。孩子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	
	“蓝莓	 يكبر  عقلنا  عدبتسا ”（蓝莓有助于
我们的大脑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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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
言发展

（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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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支持儿童参与和理解阅读
儿童透过讲故事、故事书和科普读物了解自己、自己的文化和周围的世界。体
验书籍和故事也有助于儿童的词汇和语法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叙事方式的理
解。在幼儿时期与读写建立积极的关系，为儿童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教师可
以透过以下方式支持儿童参与和理解阅读，这些方式可以透过遵循特定范围和
顺序的循证读写课程以及日常互动和日常例行活动来实现。教师可以：

• 建立一个方便、舒适的阅读区，如在几个靠垫和椅子旁边放一个小书架，
让孩子们自己去探索书籍。

• 提供并阅读反映儿童多元的文化、家庭结构和家庭语言的书籍。

• 除了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让孩子们自己探索图书外，还要创造机会让孩子
们进行大组阅读、小组阅读和一对一阅读。

• 在阅读过程中和阅读后提问。例如，询问某些故事事件为何以及如何发
生。引导孩子们将他们对世界不断增长的知识与他们在书中体验到的信息
联系起来。例如，如果全班正在学习不同的季节，可以阅读有关季节的科
普读物，或要求孩子们根据书中的事件和插图来识别故事背景中的季节。

• 邀请家人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分享书籍、歌曲和故事。例如，家庭成员可以
做以下任何一件事：	

• 参观教室，与一小群孩子一起讲故事

• 在围圈时间用家庭语言介绍一首歌曲

• 提供自己用家庭语言读书的录音

• 在早上上学时，为孩子一对一地用家庭语言读一本书，以帮助孩子适应
学校里新的一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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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4.0 - 书写
子分支 - 书写技能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用他们通常体验印刷物所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来展示书写技
能。	

基础	4.1	 在书写中发展小肌肉运动技能 

早期  
3 至 4 ½ 岁

使用各种绘画和书写工具，尝试抓握和
身体姿势。		

后期  
4 至 5 ½ 岁

调整抓握和身体姿势，以增强绘画和
书写的控制力。		

早期范例

孩子用蜡笔画画时，先用整个手臂动
作，然后把肘部放在桌子上，这样就只
移动前臂和手腕。

孩子坐在或跪在室外的地上，用所有
手指抓住一根粗粉笔画画。	

后期范例

教师示范如何用拇指和两根手指握住
铅笔，然后一个孩子按照教师示范的握
笔姿势用蜡笔画画，主要用手腕动作，
前臂放在桌子上。

孩子坐在或跪在室外的地上，用拇指
和两根手指抓住一根细粉笔画画。画到
更细致的部分时，他们会将手肘放在地
上，以便更好地控制。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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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早期范例（续）

孩子用拳头握住画笔画画。几分钟后，
他们改变手的位置，指尖朝下握住画
笔。

在一项有关形状的活动中，孩子用一根
手指在剃须泡沫上画形状，并模仿教师
画的形状，让全班同学都能看到。	

后期范例（续）

一名肌肉张力不良的儿童坐在适应性座
椅上，使用带有适应性握笔器的记号笔
书写。孩子将手臂放在椅子托盘上以获
得支撑，并在书写时移动手腕。

一名儿童用铅笔在手中的记事本上写
下一份假装的购物清单，然后把记事
本放在桌子上继续书写。

基础	4.1	 在书写中发展小肌肉运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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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子分支 - 作为沟通的书写 

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会用他们通常体验印刷物所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来展示书写知
识和技能。	

基础	4.2	 透过书写表达发音 

早期  
3 至 4 ½ 岁

（无适用基础。）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成年人的帮助下，书写一些可识别
的字母，以表示其相应的发音。	

该基础仅适用于使用字母系统的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
普通话和粤语使用的是汉字，与字母系统不同。

要透过书写来表达发音，还需要掌握其他一些基础技能，如语音意识、小肌肉运动技能
和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处于早期年龄阶段（约	3	至	4½	岁）的儿童仍在发展这些基
础技能中的许多技能；因此，只有处于后期年龄阶段（约	4	至	5½	岁）的儿童才会表现
出书写字母来表示发音的能力。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画了一幅心形图画，并向教师
寻求帮助用英语给图画贴标签。当教师
提示“/h/-/h/-heart”时，孩子在图画
下面写下字母“H”。然后，教师在另
一张纸上写下字母“E	A	R	T”，边写边
大声读出每个字母，让孩子抄写。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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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后期范例（续）

在开始学习使用辅助键盘时，当教师问	
	“¿Cuál	letra	suena	como	/t/-/t/-/t/?”	
	（哪个字母听起来像	/t/-/t/-/t/？）时，
孩子会按下字母“T”。

在一个关于动物的单元中，全班同学都
在用图片记录他们了解到的不同动物。
一个孩子请教师帮忙在正面用亚美尼亚
语写“Կենդանիներ”（动物）。当教
师提示“կ-կ-կենդանիներ”时，孩子
就会写出与第一个音“Կ”相对应的字
母。

听到教师叫“Mmmanzana”（苹
果），孩子就会走到贴在墙上的一张
大纸前，纸上写有字母表。在教师重
复几遍“mmmanzana”以强调字母	
	“m”的发音后，孩子用棉签蘸上颜
料，在字母“m”上画上小圆点。

孩子透过画出食物的图画来写食谱。	
孩子在黄色形状旁边写下字母“B”，	
然后用英语问教师：	“	‘banana’	
的下一个字母是什么？”教师回答：	
	“Ba-na-na。在这个单词中，字母	
	‘A’发	/ə/	的音。字母‘A’可以发	
很多不同的音！”	

基础	4.2	 透过书写表达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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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4.3	 口述以书面形式表达的想法和观点 

早期  
3 至 4 ½ 岁

参与听写活动，在成年人的帮助下写
下这些想法和观点。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成年人的帮助下，表现出用文字表
达扩展想法和观点的兴趣。	

早期范例

一名儿童与小组成员一起数新长出的
植物，看看一周前种下的种子有多少发
了芽，然后把数字告诉教师，让教师写
在挂在墙上的生长图上。	

当教师问一名自闭症儿童是否想让	
他们在自己的画作上写上标题时，他点
头说“好”。教师指着孩子画的一幅类
似南瓜的画问：“你觉得我们可以把它
叫做什么？‘我的南瓜’？”孩子再次
点头。教师在画的上方写下“我的南
瓜”，边写边读出单词。

在围圈时间列举社区帮助者和文化领袖
时，一个孩子用英语说：“鼓手”，让
教师写在画架上。		

后期范例

一名儿童与小组成员一起数新长出的
植物，看看一周前种下的种子有多少发
了芽。孩子提醒教师：“我们必须写下
来。”教师写下数字后，孩子继续说：	
	“它们现在真的长大了。写下它们现在
真的很大了！”教师在数字旁边写道：	
	“现在它们真的很大了！”边写边读出
单词。

一个孩子在一幅画的上方写上自己的
名字，然后请讲越南语的教师用越南语
在下面写上对这幅画的描述：“Con	
thương	bà	của	con.”（我爱我的奶
奶。）	

一个孩子要求教师在卡片上方用西
班牙语写上“Feliz	cumpleaños,	Tío	
Alfredo”（生日快乐，Alfredo	叔叔。）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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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早期范例（续）

当教师用粤语问孩子是否希望在画的上
方写上什么时，孩子用广东话请教师在
上方写上“媽媽”，因为这幅画是为妈
妈画的。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一起编了一个
好笑的故事，并要求教师按照他们的
口述把故事写下来。	

在学习蝴蝶的单元中，一个孩子在	
三张纸上画了类似蝴蝶的图画，然	
后口述有关蝴蝶的知识，让教师写	
在“书”的每一页上。

基础	4.3	 口述以书面形式表达的想法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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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4.4	 透过书写表达话语或想法 

早期  
3 至 4 ½ 岁

用类似字母或字符并且不同于图片的
涂鸦书写。	

后期  
4 至 5 ½ 岁

书写一些可辨认的字母或字符来表示
话语或想法。	

儿童的早期书写除了字母和汉字外，还包括绘画和口述。

如果学习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如汉字和越南字母），孩子可能会用不同的书写风
格来代表每种语言。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在纸上画下弯弯曲曲的线
条，然后用英语对教师说：“我给你写
了一张纸条！”教师回答说：“谢谢！
你能念给我听吗？”孩子回答说：“上
面写着‘我爱你，Tia	小姐’”。	

一个主要体验中文印刷物的孩子画出
了方块图形，并指着它们用普通话大声
说出来。	

一个孩子在自己画的图画下画出类似字
母的线条。他们指着这些字母，用他加
禄语沟通：“Trak”（卡车）。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让教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
拼写单词，然后在孩子和教师的画上面
用英语写下“I	LOVE	YOU”。(在这种
情况下，孩子可能不会在单词之间留空
格，也可能会跨行或改变方向把其他单
词打散）。	

一个孩子用食指在一盘面粉上歪歪扭
扭地写了一个“三”（三），然后用普
通话对同伴说：“我弟弟马上就三岁
了。”	

在游戏过程中，一个孩子假装用字母和
涂鸦混合的方式写菜单。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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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早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涂鸦时在中间留出空格，就像
用英语写的句子中的字母文字。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画了一幅画，画上好像是两
个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
面，然后看着同伴储物柜上的标签抄
写一个同伴的名字，其中有些字母写
反了或难以辨认。孩子用西班牙语
说：“Mira,	maestra.	Somos	yo	y	mi	
mejor	amigo.”（看，老师。这是我
和我最好的朋友。）

基础	4.4	 透过书写表达话语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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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4.5	 书写自己的名字 

早期  
3 至 4 ½ 岁

写下记号代表自己的名字。	

后期  
4 至 5 ½ 岁

几乎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画出一连串的圆圈和线条，
然后要求用胶带把自己的“名牌”挂在
自己的储物柜旁边。	

孩子写下记号并用西班牙语沟通：	
	“¡Mira!Es	mi	nombre.”（看！这是	
我的名字。）

一个孩子用手指在泥土上写下四行反	
向的“E”，然后用美国手语沟通：	
	“	‘E’代表	Elia”。

一个孩子请教师帮忙写自己的名字。教
师用黄色荧光笔逐一写下每个字母，大
声读出字母名称，提示孩子在荧光笔写
成的字母上描摹，并指导孩子方向。孩
子描摹写出自己的名字后，他们会自己	
	“写”，画出波浪线，教师能认出其中
的一到两个字母。（不熟悉孩子名字的
成年人可能无法辨认出这些字母。）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写了三个大汉字代表自己的
名字，然后用粤语要求用胶带把自己的
名牌挂在自己的储物柜旁边。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孩子在写	
	“VEróNiCA”时，把“N”写成了反向
的“N”。他们指着重音符号说：“这
是我的西班牙语名字，因为里面有这
个”。	

一名盲童透过盲文机用盲文写出自己的
名字“g-i-a”*。

当教师要求一个叫	Keeshawna	的孩子
在作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在画的
最上方写下了“KESHAWNA”（少了
一个字母“E”），由于起笔太靠近纸
张边缘，导致名字的后半部分垂直写在
右边。	

*用盲文机表示大写字母时，要在字母前
面多加一个符号。刚开始学习用盲文机
打字的孩子可能还不会使用大写字母。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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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 ½ 岁

后期
4 至 5 ½ 岁

后期范例（续）

一个孩子用中文写“刘”(Liu)	来表示
自己的姓氏，有些笔划写得比预期的短
或长，笔划之间的间距也不均匀。

基础	4.5	 透过书写表达话语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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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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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的早期书写能力
书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许多不同的基础技能：小肌肉运动技能、工作
记忆、对印刷物的理解以及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幼儿在书写发展方面取
得了长足进步，从难以辨认的涂鸦发展到可辨认的字母或字符。幼儿通常先
学习书写大写字母，然后才学习书写小写字母。教师可以透过积极的、基于
游戏的学习活动来支持幼儿的早期书写技能，这些活动可以在遵循特定范围
和顺序的循证读写课程中进行，也可以在日常互动和日常例行活动中进行。
教师可以：

• 使用各种材料和表面，让书写成为一种有趣的体验，例如用手指在泡沫
或沙子中书写，用人行道粉笔在地面上书写，或用棉签在颜料中书写。

• 透过游戏支持儿童发展小肌肉运动技能。玩橡皮泥、用儿童安全剪刀剪
纸、穿珠子、玩钳子或特大号镊子、使用水滴管、用贴纸或亮片装饰，
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儿童继续发展书写所需的运动技能。

• 将书写融入日常例行活动中，让孩子们了解书写可以用来表达想法和观
点。例如，在围圈时间，当孩子们为回答问题而分享自己的想法时，教
师可以把每个孩子的回答写在他们名字旁边的大画架上，边写边读出单
词，即使孩子们尚未被期望读出这些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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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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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孩子们示范书写。在课堂活动和集体书写活动中，教师可示范大写字
母和小写字母的书写（例如，在给教室来访者写集体感谢信时）。在写
单词让孩子抄写时，教师也可以全部使用大写字母。例如，如果孩子要
求教师帮忙给一幅画贴上标签，教师可以在另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打印
该单词，同时发出该单词的声音，让孩子自己抄写，从而帮助孩子独立
书写。刚开始学习书写字母的孩子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如逐行指导或
提供机会让他们描摹字母。

• 提供书写材料，供孩子在游戏中使用。例如，在有玩具食物的戏剧游戏
区，可以放一个小记事本或干擦纸，让孩子们把它们当作菜单或餐厅点
餐簿。



语言和读写发展

英语语言
发展

本文件是《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的翻译版本。儿童语言范例反
映了儿童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可能会说的话。这些翻译版本可能无法完
全传达英语语言发展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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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发展子领域中的学前/过渡幼儿园学
习基础 

孩子们透过各种方式沟通他们的语言和读写知识与技能，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方
式。他们的沟通方式可能包括用自己的家庭语言、教学语言或多种语言进行口头沟
通，或透过使用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工具。也可能包括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如使用
不同的材料绘画和制作模型，或透过动作、行为或角色扮演来表达。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81
英语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1.0 - 听说能力
子分支 - 词汇 

基础	1.1	 理解词语 

发现

注意英语口语，能听
懂一些常用英语单
词，在与成年人和同
伴互动时主要依靠说
话者的语调、面部表
情和手势。

发展

表现出对与成年人和
同伴互动中经常遇到
的英语单词（例如物
体和动作以及短语）
的理解。	

拓展 

在与成年人和同伴的
互动中，表现出理解
更多英语单词（例
如，物体和动作、人
称代词、所有格和描
述性词语）。	

发现范例

在围圈时间，其他几
个孩子一边唱“Five	
Little	Monkeys”一边开
始跳时，一个孩子和同
伴一起跳。

当讲英语的教师说	
	“户外时间”并向门口做
手势时，一个孩子跟着
教师和其他孩子走到门
口。

发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一个孩
子听到同伴演唱“Five	
Little	Monkeys”后，
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了一
只玩具猴子。

教师说：“该出去
了。请穿上外套”，	
一个孩子走到外门边排
队。然后，他们看到其
他孩子在拿外套，也会
去拿自己的外套。	

拓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一个孩子
听到同伴唱“Five	Little	
Monkeys”后，说：	
	“我去看医生了”。

孩子们准备外出时，教
师举起一件外套问其中一
个孩子：“这件外套是你
的吗？还是	Lai	的外
套？”孩子接过外套，交
给了同伴	Lai。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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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在围圈时间专
注听教师讲课，教师提
问时，他举起了手，但
当教师叫他时，他只是
看着教师微笑。

一个孩子专注着看着讲
英语的孩子玩积木并用
英语交谈。	

一个孩子在另一个孩子
说“我在动物园看到了
大猩猩”后，辨别出
了“大猩猩”这个词，
并拿起了一只塑料大猩
猩，这在他们的家庭语
言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同
源词。	

发展范例

当另一个孩子说“请把牛
奶递过来”时，一个孩子
伸手去拿一小盒牛奶。

一个孩子触摸沟通设备上
的“球”，此时教师正在
与几个孩子交谈，他们在
挑选户外游戏用的玩具。
教师回答：“你想要一个
球吗？你想要大红球还是
小蓝球？”然后把两个球
都拿出来让孩子选一个。

当教师用英语问孩子	
	“狗在哪里？”时，孩子
会用手比划书页上的狗图
片。	

拓展范例

在玩玩具屋和道具时，当同
伴用英语问“你能帮我穿裤
子吗？”，一个孩子给洋娃
娃穿上裤子。

教师举着最近一次社区	
舞蹈实地考察的照片问：	
	“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一名有残疾的儿童做出回
应，原地跑步，然后跳起
来。教师描述了孩子的动
作，并提出了一个后续问
题。“我们跑步，还单脚
跳。你还记得社区舞蹈中的
哪些动作？”

教师问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
牙语的孩子外套在哪里，这
个孩子说：“在我的*储物
柜里”。

*	西班牙语中的“en”	
可以翻译成英语中的“in”
或“on”。

基础	1.1	 理解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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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2	 使用单词 

发现

使用英语单词，以具
体名词为主。

发展

使用各种英语单词，
包括越来越多的具体
名词和一些动词和代
词。	

拓展 

使用各种英语单词分
享概念知识，包括所
有词性的单词，但有
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发现范例

在围圈时间，教师指
着一张星星的图片问：	
	“这是什么？”，一个	
孩子在同伴齐声说	
	“Star”之后，嘴里说	
	“Tar。”

在艺术活动中，一个
孩子对拿出胶水分享的
同伴说“好”。

音乐时间，一个孩子要
鼓。	

自由游戏时，一个孩子
用英语大声说出教室里
的物品名称，如“积
木”、“桌子”和“橡
皮泥”。	

发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教师指
着星星的图片问“这是
什么？”时，一个孩子
说“星星。”

在艺术活动中，一个
孩子对同伴说：“创作
艺术品。”	

教师问：“你从这幅图
中看到了什么？”，一
个孩子说：“她藏起来
了”，同时他还和教师
一起看了	How	to	Find	a	
Fox	这本书，书中讲述
了一个孩子寻找狐狸的
冒险故事。

一个孩子与同伴在户外
沙箱玩耍时说：“我做
玉米饼”。	

拓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教师指着
星星的图片问：“这是什
么？”，一个孩子说“闪
烁的星星。”

在需要使用胶水的艺术
活动中，一个孩子对同伴
说：“黏黏的。”

教师说：“告诉我你在用
橡皮泥做什么。”一个孩
子回答说：“看！我做了
一块特别的饼干。你想吃
吗？”	

一个孩子在回答同伴问他
储物箱里还剩多少积木时
说：“没有积木了。空
的。”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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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俄语的
孩子在园艺活动中指着
水管说想要“vater”	
	（“水”的近似词）。教
师回答：“你的植物需
要水吗？这是浇水壶。
我们可以用水管灌满
它”。	

发展范例

一个孩子假装要去旅行，
对同伴说：“把它放进木
槌里”。（“木槌”是西
班牙语	maleta	[手提箱]		
的假同源词。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一边说“他脾气很
坏！”，一边指着教师读过
很多次的书中坏脾气的猴子
形象。

基础	1.2	 使用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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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词汇的增长和发展
在课堂环境中学习英语的儿童需要支持和指导，以积累英语词汇知识。	
多语言学习者在进入课堂时已经有了家庭语言词汇基础，这有助于他们	
英语词汇的增长和发展。教师可以采用以下策略来支持英语词汇的增长	
和发展：

• 孩子们刚开始学习英语时，教师可以确保他们理解与课堂日常例行活动
有关的语言，并根据需要提供支持，帮助孩子们完成一天的活动。支持
可包括视觉时间表、可预测的日常例行活动、手势以及用简单的语言重
复指令。

• 在课堂上开展有计划的活动或阅读书籍之前，教孩子们一些关键的英语
词汇，透过手势、展示实物或画图来帮助他们跟上活动的节奏。例如，
在阅读一本关于花的生命周期的书之前，教师可以制作“种子”、“太
阳”、“雨水”、“花蕾”和“花朵”的图卡，并在阅读前简要介绍每
个单词。	

• 以平常的语速说话，但要清晰，必要时重复重要的单词。例如，在指	
导孩子洗手时，教师可以采用简短、清晰的步骤，每一步都使用“水”
和“肥皂”这两个词，每次都用手势指向水和肥皂，以帮助孩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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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支 - 语法 

基础	1.3	 使用语法特征

发现

使用一两个熟悉的英
语动词作为万能动
词，但有时不准确。	

发展

使用一些英语语法规
则，如复数名词使用	
-s	或	-es，动词使用	
-ing，有时会有不准确
的地方。	

拓展 

扩大英语语法规则的
使用范围，如不规则
复数或简单过去式动
词，有时会有不准确
的地方。	

发现范例

在玩玩具车时，孩子
会说：“看这个！	
(Lookit	this！)	看，嗖
嗖！(Lookit	zoom！)”

教师问：“你为什么
不和	Min	一起搭一座	
高塔？”孩子解释说：	
	“不想。”教师接着问：	
	“你不想和	Min		
一起玩？”孩子说：	
	“不，Min	不”，	
然后摇了摇头。

一个孩子告诉教师“我做
洞”，同时向教师展示他
们在沙箱里挖的洞。	

发展范例

在玩玩具车时，孩子
会说：“看！看！汽车
在快速前进”。

教师问：“你为什么
不和	Min	一起搭一座高
塔？”孩子解释说：	
	“Min	不想玩。”	

当同伴穿上外套准备放
学后和奶奶一起离开
时，一个孩子说：“他
要走了。”

一个孩子指着自己画的
画说：“有两孩子”。	

拓展范例

在玩玩具车时，孩子会
说：“看！看这个！我的
车好快！它正在快速前
进！它掉下来了。”

当教师问：“你为什么
不和	Min	一起搭一座高
塔？”孩子解释说：	
	“Min	不想玩积木”。

在戏剧游戏区，一个孩子
在回答教师问他们是否穿
围裙时说：“我没穿”。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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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发展 拓展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	
语的孩子用西班牙语中	
名词和形容词的顺序说：	
	“Yo	quiero	los	trucks	
red”（我想要红色的	
卡车）。		

拓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
的孩子到学校时说：“My	
prima	lost	two	tooths！	
Y	el	Ratoncito	Pérez	gave	
her	a	dollar”（我的表妹
掉了两颗牙！小老鼠	Pérez	
[相当于牙仙女]	给了她一美
元）。

基础	1.3	 使用语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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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4	 使用复杂句子结构

发现

使用英语中反复出现
的单词或词组沟通。	

发展

透过调换词组中的关
键词，使用一些公式
化的英语句子结构就
各种话题进行沟通。	

拓展 

使用各种英语语法形
式（包括一些不准确
的语法形式）造出多
种不同类型的句子结
构。

语法形式可包括新	
增适当的所有格代词	
	（如你的、我的）、连
词（如和、或）和其
他元素（如形容词、
副词）。	

发现范例

教师问：“你们还想
吃点什么吗？你可以吃
饼干或苹果片”，同时
指着指定的食物，一个
孩子说：“饼干。”

一个孩子从同伴手	
中夺过铲子说：“不，
不，不。我的！”	

发展范例

教师问：“你们还想
再吃点什么吗？”并指
了指食物，然后一个孩
子说：“请再来点饼
干。”	

一个孩子夺过同伴	
从他那里拿走的铲子，
说：“不，不，不。	
我正在用！”	

拓展范例

教师问：“你还想吃	
点点心吗？”孩子回答：	
	“我可以吃饼干吗？“它
们很脆。”	

同伴拿起另一个孩子正
在用的铲子，一个孩子
说：“那是她的铲子！把
它放回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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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在晨间分享时
间和全班同学一起朗诵	
	“早上好”，这是教师每
天早上都会带领他们进
行的例行活动。	

在家庭式用餐期间，一
个孩子说：“再来点
儿”，并指了指装牛	
奶的壶。教师回答说：	
	“你还要牛奶吗？”然后
给孩子的杯子加满。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
的孩子在一天中的不同时
间会说“我要饼干”和	
	“我要	pelota”	（我要
球）。	

一个孩子在教师问“你的
外套在哪里？”后，一边
解释“这件是我的”，一
边从自己的储物柜里拿出
外套。随后，在看其他孩
子的作品时，这个孩子说	
	“这是	Aasif	的。”

一个家庭语言为普通话	
的孩子在自然漫步时说：	
	“I	see	flower	(我看到花
了)”和“I	see	(我看到)	
小鸟”。		

拓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教师问他们昨
晚做了什么，一个孩子说：	
	“我的狗受伤了。所以我带
它去看医生。”

在读完一本关于公园之旅的
书后，教师问：“你去公园
时喜欢做什么？”一个孩子
回答说：“我和姑姑一起去
公园玩了！”	

基础	1.4	 使用复杂句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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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支 - 语言使用 

基础	1.5	 表达需求 

发现

使用单个英语单词和肢
体语言（如手势或行
为）与讲英语的人沟
通，以寻求关注、提出
请求或发起回应。	

发展

将非语言交流和一些
英语词组结合起来，
让讲英语的人也能听
懂。	

拓展 

越来越依赖用英语口
头交流，让讲英语的
人也能听懂。	

发现范例

孩子拉着教师的手
说：“来。”

孩子向教师展示沾满
胶水的手指后，指着洗
手池说“手”。教师回
答：“我明白了，你需
要洗手！我们一起去洗
手池吧。”

午睡后，教师问：“你
想玩什么？”孩子看着
教师，然后指了指架子
上他们想要的玩具。		

发展范例

孩子拉着教师的手
说：“来，帮忙。”	

孩子向教师展示沾	
满胶水的手指后，说：	
	“洗手。”教师回答：	
	“我明白了。你需要洗
手！我们一起去吧。”	

孩子与说英语的同伴一
起到户外玩耍时，会用	
	“我们走吧！”或“来
吧！”等常用词组进行
交流。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拉着教师的	
手说：“我需要帮忙穿
鞋。”

孩子向教师展示沾	
满胶水的手指后，说：	
	“我想洗手。”教师回答
说：“是的，看起来你	
的手真的很黏。我们一	
起去洗手池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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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孩子推开自己的盘子，
说“不”，表示自己不
饿了。

当同伴拿起一个孩子一
直在用的蜡笔，这个孩
子透过扮鬼脸来表达不
满。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	
语的孩子一边指着画架	
上的空的红色颜料容器，
一边要求说：“我要更
多！¡Más	rojo!”（更	
多红色）。双语教师回
答说：“你还想要红色
颜料？我们去找颜料瓶
吧”。

拓展范例

一个叫	Enzo	的孩子想要另
一个叫	Reina	的孩子手中的
蜡笔，他说：“你得和我分
享”。教师问：“Reina，
当你用完紫色蜡笔后，能把
它给	Enzo	吗？”		

与同伴一起玩拼图游戏时，
一个孩子问同伴：“你是怎
么拼的？”

基础	1.5	 表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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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6	 理解要求和指示 

发现

在获得更多语境线索
的情况下，遵循简单
的英语指示。	

发展

遵循与反复体验过的日
常例行活动或语境线索
有关的英语指示。	

拓展 

遵循涉及多个步骤的
指示，减少对语境线
索的依赖。	

发现范例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
告诉孩子们：“我们要
把雨量计在桌子上排成
一排。把你的瓶子放
好，这样就能看到我们
写的数字了”。一个孩
子看着同伴，教师说：	
	“你的雨量计可以放在这
里”，并拍了拍桌子上
的一个地方。孩子放下
雨量计，教师说：	
	“现在让我们转动它，这
样你就能看到数字了”，
教师指着雨量计上的数
字，并用手做转动的动
作。

发展范例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
告诉孩子们：“我们要
把雨量计在桌子上排成
一排。把你的瓶子放
好，这样就能看到我们
写的数字了。”一个孩
子按照同伴的样子把雨
量计放在桌子上，然后
教师说：“转动它，	
这样你就能看到数字
了”，教师指向雨量计
上的数字，并用手做转
动的动作。			

拓展范例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	
告诉孩子们：“我们要	
把雨量计在桌子上排成一
排。把你的瓶子放好，这
样就能看到我们写的数字
了”。孩子们把雨量计放
在桌子上，寻找数字。教
师用手做了一个转动的动
作，然后说：“记住，转
动它，这样你就能看到数
字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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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当教师说“午餐时间
到了！请坐到餐桌旁”
并指向餐桌时，一个孩
子跟着同伴坐在餐桌
旁。

教师引导孩子们到地毯
上听故事，并说：“请
坐在这里听故事”，教
师拍拍枕头示意孩子们
坐在枕头上，于是孩子
就坐在枕头上。	

教师解释“让我们卷起
袖子”并示范动作后，
一个孩子捋起了袖子。
然后，教师将自己的手
放入感官桌旁的水中，
孩子模仿这一动作。		

发展范例

教师说“午餐时间到
了！请坐到餐桌旁”，	
孩子就会坐下。	

在“西蒙说（Simon	
says）”游戏中，当教师
说“西蒙说跳！”，孩子
会跳起来。

当教师召集孩子们一起听
故事时，同伴说“来坐在
这里”并指着地毯上的一
个地方，一个孩子坐到同
伴身边。

当教师宣布“该去花园干
活了”，一名盲童拄着拐
杖和其他孩子一起走向门
外。		

拓展范例

教师宣布：“午餐时间到
了！请洗干净手，然后坐到
餐桌旁”，一个孩子洗完
手，然后坐到餐桌旁。

当教师要求：“去拿一本书
给我，我和你一起读！”
时，孩子会选择一本书并	
拿给教师。

在测量长度的活动中，教师
说：“我想知道我们需要多
少红色积木才能排成一条和
这只恐龙一样长的线。你能
找到所有的红色积木，然后
把它们排成一条和这只恐龙
一样长的线吗？那我们来	
数一数”。孩子一边数着	
	“一、二、三”，一边把积
木排在玩具恐龙旁边。

在厨房区玩耍时，同伴说：	
	“我们来做煎饼吧！这是碗。
加点牛奶搅拌一下。我去把
宝宝带过来”，于是一个孩
子回应同伴，假装将牛奶倒
入搅拌碗中并搅拌。

基础	1.6	 理解要求和指示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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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7	 提出问题 

发现

使用常见的疑问词组	
	（如“那是什么？”）
或使用一两个英语单
词加上上升的语调来
提问。	

发展

用几个问题结构作为
公式，填入不同的词
来询问各种话题。	

拓展 

使用“谁”、“什
么”、“为什么”、	
	“如何”、“何时”	
和“在哪里”等多种
形式提出问题，用英
语询问各种话题。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拿出一顶消
防员的帽子，问另一个
孩子：“想要吗？”

一个孩子指着图画书
中的梯子图片问：“那
是什么？”教师解释
说：“那叫梯子。它就
像操场上的梯子，可以
爬到滑梯的顶端。”

教师问：“你今天午餐
想吃什么？”孩子问：	
	“牛奶？”，在等待上菜
的过程中，孩子向教师
要了一盒牛奶。			

发展范例

一个孩子在积木区问
另一个孩子：“你想玩
积木吗？”随后，同一
个孩子跑到秋千旁，问
另一个孩子：“你想玩
秋千吗？”	

一个孩子一边指著书
中关于工程车辆的图
片，一边问：“那是卡
车吗？”。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问另一个孩
子：“你想玩什么？”

与同伴一起看书中的图
片时，一个孩子指着紫色
的火车车厢说：“我喜欢
紫色的。你喜欢哪个？”	

同伴在水桌前从水壶	
中倒水时，一个孩子问	
同伴：“你为什么要这	
样倒水？”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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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展范例

孩子问：“这个怎么	
用？”来了解一个新玩
具。后来，当全班同学	
都在做苹果酱当点心时，
孩子问：“苹果酱是怎	
么做的？”主持活动的教
师解释说：“制作苹果酱
的第一步是削苹果皮。我
有一个工具，可以用这个
工具。它叫削皮器。我来
给你们展示一下它怎么
用。”		

拓展范例

教师就一幅以一棵树为主题
的画向一个孩子提问，并指
出：“我看到你在顶部用了
蓝色来表示天空”，这个孩
子一边在画架前作画一边
问道：“你是怎么画出太阳
的？”。

基础	1.7	 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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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8	 构建叙事能力 

发现

使用一些英语词汇来
识别真实或虚构的叙
事部分。	

发展

使用英语词汇，透过
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
结构来建构真实或虚
构的简短叙事。	

拓展 

用英语将不同结构的
句子串联起来，建构
真实或虚构的叙事。	

发现范例

在课堂活动中，孩子们
带来了家人一起做事情的
照片，教师让一个孩子描
述他们的照片。孩子假装
像狮子一样咆哮，并说
道：“Lookit！（看！）
可怕！”来描述自己的动
物园之旅。

孩子描述与同伴在积木
区的游戏活动，“大房
子”，并用手势表示房子
的大小。	

发展范例

在课堂活动中，孩子
们带来了家人一起做事
情的照片，教师让一个
孩子描述他们的照片。
孩子说：“我看到了狮
子。狮子”，并模仿狮
子吼叫，然后在描述动
物园之旅时说：“我很
害怕。”	

孩子描述与同伴在积木
区的游戏活动。“我和	
Fatemeh	搭建了一座大
房子。还有大窗户。”	

拓展范例

在课堂活动中，孩子	
们带来了家人一起做事	
情的照片，教师让一个	
孩子描述他们的照片。	
在描述动物园之旅时，	
孩子说：“我看到了很多
动物。狮子吼得很大声，
太吓人了！”

孩子描述与同伴在积木
区的游戏活动。“我是建
筑工人。我和	Fatemeh	
一起建造大房子。我们的
房子还有大窗户。等我们
完工后，人们就可以住在
那里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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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教师问起一个孩子新出
生的妹妹时，这个孩子
说“宝宝”，并假装哭
泣。教师回答说：“你
的小妹妹经常哭吗？她
哭的时候，你妈妈会怎
么做？”孩子模仿着摇
晃婴儿的动作。

一名有语言障碍的儿	
童指着图画书中的足	
球说“All”，近似	
于“Ball”。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
的孩子向双语教师讲述
了他们最近在大自然散步
时看到的景象。“我看
到了小鸟。我看到了虫
子。Y	una	mariposa	muy	
bonita.	Y	regresamos	a	
la	escuela.”（还有一只
非常漂亮的蝴蝶。然后我
们回到了学校。）教师回
答说：“你看到了小鸟、
小虫子和	una	mariposa	
muy	bonita，一只美丽的
蝴蝶？”

一个孩子画了一幅画，一
边在画页上比划，一边告
诉教师：“看到了吗？	
小汽车开得很快。公共	
汽车开得很快。警察	
说‘停！’结束。”	

拓展范例

教师问一个画了一匹坐	
在云朵上的小马的孩子：	
	“你想让我把你的故事写下
来吗？”孩子用手比划着，
向教师口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匹个头很大的小马，
长着闪闪发光的翅膀。巨大
的闪闪发光的翅膀。它飞上
了天空。非常非常高！”教
师问：“小马飞上天空后，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孩子
继续讲故事。

一个孩子向教师讲述了他们
与两个同伴玩“家庭”游戏
时发生的冲突。“我是妈
妈，Mai	是宝宝。我告诉她
要睡觉，要安静。但她不
听，我就对她发火了”。	

基础	1.8	 构建叙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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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9	 分享解释和观点 

发现

使用英语词汇和手势
来分享描述、观点和
解释。	

发展

使用一些简单的句子
结构来分享描述、观
点和解释。

拓展 

使用不同的句子结构
来分享描述、观点和
解释。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一边告诉同
伴“搅拌、搅拌、搅
拌”，一边做手势一边
解释如何吃石锅拌饭。*

一个孩子向教师展示
自己膝盖上的创可贴，
并表示：“好痛。”	

*石锅拌饭是一种韩国菜，
由米饭和其他配料（如肉
和蔬菜）混合而成。

发展范例

一个孩子对同伴说：	
	“你去搅拌、搅拌、搅
拌。你吃吧”，并边做
手势边解释如何吃石锅
拌饭。

一个孩子向教师展示
自己膝盖上的创可贴，
并表示：“好痛。我摔
倒了。”	

在分享风筝节的照片
时，一个孩子告诉全班
同学：“这是大龙。”

一名自闭症儿童进入操
场时，指向操场沟通板
上的“我要”和“荡秋
千”。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对同伴说：	
	“首先，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混在一起。然后，你就可
以吃了。但我不喜欢吃脆
脆的部分”，并边做手势
边解释如何吃石锅拌饭。

一个孩子指着创可贴
说：“我摔倒了，我妈妈
找到了这个紫色的创可
贴。但我更喜欢彩虹色
的。”	

一个孩子向同伴解释说：	
	“教师说我们必须戴帽
子。天太晒了，所以我们
必须戴帽子。我的帽子湿
了，因为它掉进水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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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关于一本讲述雷雨天气的
书中的一幅图片，教师用
英语问：“你在这一页上
看到了什么？”，一个孩
子说：“雨”，并用手臂
比划着表示风和噪音。教
师指着图片回应说：	
	“是的，这是雷雨。下雨
了，还有闪电。闪电就是
明亮的闪光。”

一个孩子指着自己的
画，用“Wabow”来形
容彩虹。	

发展范例

在科学活动中，双语教师
问孩子们观察到的毛毛虫
有什么特色，一个家庭语
言为西班牙语的孩子回	
答说：“oruga	吃树叶”	
	（毛毛虫吃树叶）。教
师回答说：“是的，las	
orugas，毛毛虫，吃树
叶。一旦它们吃了足够多
的叶子，长得足够大，它
们就可以结茧变成蝴蝶。
你看到茧了吗？”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对提出交换球的同
伴说：“不，我不喜欢那个
球，因为它没有弹力。这个
球弹起来很高。”一名教师
听到了孩子们的对话，问
道：“你愿意帮我给球充点
气，让它们更有弹力吗？”
孩子说：	“我不知道还能让
球更有弹力。”

一个孩子在玩沙盘里的玩具
动物时告诉同伴：“不，农
场里只有马和牛”。		

基础	1.9	 分享解释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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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10	 参与对话 

发现

与说英语的人对话，主
要是倾听，并用一些英
语单词、手势或其他非
语言方式回应。	

发展

用经常听到的英语词
汇与他人交谈，经常
使用简短、常用的句
子和词组以及一些重
复的语法结构，有时
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拓展 

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词汇
和多样的语法结构用英
语进行对话，有时会有
不准确的地方。	

发现范例

教师问：“你能找到
黄色的花吗？”，一个
孩子指向蒲公英。

孩子对同伴说：“玩
吗？”并指向橡皮泥。同
伴问：“我们一起玩
吧？”孩子说：“好
啊。”	

同伴穿着消防员装扮的
衣服说：“我是消防
员！”，一个孩子说：	
	“我也是！”	

发展范例

教师问：“你能找到
黄色的花吗？”，一个
孩子指向蒲公英说：	
	“它是黄色的”。

一个孩子对同伴说：	
	“我做橡皮泥”。同伴
问：“我们一起玩吧？”
孩子说：“好啊，一起
玩。”	

拓展范例

教师问：“你能找到黄
色的花吗？”一个孩子指
向蒲公英说：“那有一朵
黄色的，但它会变白变蓬
松，我们可以吹它。”

一个孩子对同伴说：	
	“我想玩橡皮泥。我可	
以用滚筒，把它压平。	
你在玩什么？”同伴问：	
	“我也可以玩吗？”孩子
说：“可以，我们一起玩
橡皮泥吧。”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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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在与家庭语言
为英语的同伴对话时，
使用“嗯？”和“什
么？”等词语，并配	
以相应的手势和面部	
表情。

在点心时间的对话中，
教师问：“你昨天做了
什么？”，一个家庭语
言为西班牙语的孩子回
答说：“Fui	al	parque	
con	mi	abuelita	y	mis	
primos.	Y	compramos	
ice	cream.”（我和我
奶奶还有我的表兄弟们
一起去公园玩了。我们
还买了冰淇淋。）	

发展范例

在艺术活动中，一个家庭
语言为西班牙语孩子说：	
	“需要颜色。需要颜色，老
师。”教师问：“哪一种
颜色？”孩子回答：	
	“Morado.	紫色。”（紫
色，紫色。）

教师说：“跟我说说	
你的画吧”，孩子说：	
	“我画了一棵很大很大的
树。¡Un	árbol	enorme!	
	（我画了一棵很大很大的
树。一棵巨大的树！），
一边说，一边把胳膊伸得
老高。教师说：“哇，好
大啊”。	

拓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是西班牙语	
的孩子问家庭语言同样是	
西班牙语的同伴：“你不	
喜欢	arañas?”（你不喜	
欢蜘蛛？），同伴回答说：	
	“不，我不喜欢	arañas，	
因为它们太吓人了。”	
	（不，我不喜欢蜘蛛，	
因为它们太吓人了。）	

一个孩子对教师说：“我姑
姑有很多孩子”。教师回
答：“你姑姑有很多孩子？
你姑姑有几个孩子？”孩子
回答说：“这么多”，并伸
出了五根手指。教师问：	
	“那是几个？”孩子回答：	
	“五个。”		

基础	1.10	 参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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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丰富的语言运用
儿童透过有机会体验和使用丰富多样的语言来学习。从听英语故事、参与扩
展对话、倾听同伴和成人说话以及有机会用英语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观点（而
不仅仅是表达需求或听从简单的指示）中，孩子们学习英语词汇和语法。透
过这些互动，他们可以练习并继续发展英语沟通技能。教师可透过以下方式
促进丰富的英语语言运用：

• 教师可以透过重复和扩展孩子所说的话、使用语法完整的句子而不是直
接纠正来支持孩子的语法发展。例如，如果孩子说：“想要”，教师可
以回答：“你想用记号笔吗？”

• 在小组活动中，孩子们可以相互支持语言的运用。教师可以让正在学习
英语的儿童与精通英语的同伴组队。例如，在儿童两人一组进行寻宝游
戏的活动中，教师可以让英语熟练水平不同的儿童一起合作。	

• 教师可以示范儿童可以使用的词组来促进他们使用英语沟通。例如，	
上音乐课时，教师可以提示孩子：“你可以问他，‘我可以打手鼓了
吗？’”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03
英语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2.0 - 基础读写技能
子分支 - 语音意识 

基础	2.1	 识别和分段发音 

发现

识别并发出英语口语
的发音。

发展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或
借助图片或实物，将
语音中首音相同的英
语单词配对。	

拓展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或
借助图片或实物，分
离出单词的首音并用
英语发音。	

发现范例

孩子自己玩的时候，
练习说：“la	la	la，ra	
ra	ra”，经常把这两个
音发成相同的音。

发展范例

在课堂上读一本关于
森林动物的书时，教师
一边指着图片一边问：	
	“Lion，giraffe，	
leopard	-	哪些单词开头
的发音相同？”一个孩
子回答：“Lion，	
leopard！”

拓展范例

在小组吃午餐时，教师
说：“我看到有人在吃以	
/l/	开头的东西。谁在吃以	
/l/	开头的东西？”一个孩
子指着自己的午餐盒
说：“Lentils！”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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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教师指著书中的物品
并用英语说出它们的名
字，一个孩子用英语重
复这些单词。	

教师用英语朗读	Llama	
Llama	Red	Pajama，
然后用西班牙语解
释说：“¿Se	dieron	
cuenta	que	cuándo	leí	
el	cuento	dije	/lama/?	
Pero	en	español	
decimos	/yama/.
Suenan	diferente	pero	
parecido.”（你们注	
意到我读故事时说的是	/
lama/	吗？但在西班	
牙语中，我们说		
/yama/。）它们听起	
来不同，但又相似。）	
经过这样的解释，家	
庭语言为西班牙语的	
孩子就会反复练习说	
	“llama”，交替使用
英语的	/l/	音和西班牙
语的	/y/	音	(“/lama/	/
yama/,	/lama/		
/yama/”)。

发展范例

在和教师一起体验图	
画书时，一个孩子指着	
蛇的图片说：“这是	
蛇。”教师回应道：	
	“蛇。/s/-/s/-snake。	
你能在这一页上找到与	
sssnake	发音相同的其他
东西吗？”过了一会儿，
孩子没有回答，教师又提
示说：“我看到一个	
/b/-/b/-branch、一个	
/l/-/l/-leaf	和一个		
/s/-/s/-snail。哪个和	
/s/-/s/-snake	的发音相
同？”孩子指向蜗牛。

一名失聪儿童用美国手	
语与同学沟通：“我们	
的名字都以字母‘N’	
开头”。

教师说：“我在想以	/m/	
开头的单词。	‘Mouse’
就是以	/m/	开头的。还有
哪些单词是以	/m/	开头
的？”孩子想了一会儿，
然后说：“Mama”。	

拓展范例

和教师一起看图画书时，
一个孩子指着蛇的图片说：	
	“这是蛇。”教师回答：	
	“蛇。‘snake’开头是	
什么发音？”孩子回答：	
	“/s/”。

一个孩子画了一头鹿，并告
诉同伴：“/d/	代表鹿。像
我一样，Dmitry！”

教师问：“你能找到以	/p/	
开头的东西吗？”一个孩子
跑到桌子旁，拿回了铅笔和
纸。

一个孩子尝试给自己画的生
日蛋糕贴标签，他问教师哪
个字母发出“cake”开头的
v/k/v音。

基础	2.1	 识别和分段发音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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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2	 识别和混合发音 

发现

识别并发出英语口语
的发音。	

发展

当遇到两个单音节英
语单词（如“sand”
和“box”）时，在成
年人的协助下或借助
图片或实物，将它们
混合成言语中的复合
词。		

拓展 

遇到音节和单个发音
时，在成年人的协助
下或借助图片或物
体，将它们混合成言
语中的英语单词。	

发现范例

在户外小组语音意	
识活动中，一个孩子	
练习发“out”中的	
元音“out，/ow/，	
/ow/，out”。	

孩子们自己玩时，	
一个孩子小声说出带有
相同辅音和不同元音的
单词，如“hat、het、	
hit”。(孩子可能不知	
道所有单词的意思，	
说出的单词中可能混	
合出现真实的和无意	
义的单词）。	

发展范例

在户外小组语音意识
活动中，一名儿童在教
师的提示下将“out”	
和“side”混合成	
	“outside”，将“sun”
和“shine”混合成	
	“sunshine”。

玩汽车时，一个孩子
说：“呜呜！这是比
赛。”教师说：“这种
汽车有一个特殊的混合
名称，就像我们一直练
习的那样。如果把	
	‘race’和‘car’放	
在一起，你会得到什	
么词？”孩子说：	
	“Racecar！”	

拓展范例

在户外小组语音意识活
动中，教师说出单个发音
后，孩子们会把这些发音
混合在代表环境中事物的
单词中。教师环顾四周，
然后说出“/b/-/ûr/-/d/”
的发音。孩子指着附近树
上的鸟说：“Bird！”

当一个孩子与教师和几
个同伴一起玩玩具车时，
教师说：“我们来练习混
合发音。如果把	/k/-/är/	
混合在一起，你会得到	
什么词？”孩子回答：	
	“/k/-/är/，car！”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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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孩子重复同伴的名字及	
其名字的第一个音节。	
	“Caden，cay，cay，	
cay。”

玩玩具火车轨道时，一个家
庭语言为韩语的孩子练习说	
	“ramp”和“lamp”，在他
们的家庭语言中并不存在辅
音差异。教师观察后说：	
	“火车从斜坡上去。这是照	
亮轨道的灯”，一边指着	
物体，一边发出“ramp”	
和“lamp”的音。	

发展范例

教师问：“把‘base’
和‘ball’放在一起会	
组成什么词？”，一名家
庭语言为粤语的自闭症儿
童在沟通平板电脑上指	
出了“baseball”。

当孩子们拿着自己的物	
品准备回家时，教师问：	
	“把‘back’和‘pack’
放在一起，会得到什么
词？”，孩子回答说：	
	“Backpack”。	

拓展范例

在一项活动中，教师告诉	
孩子们发音，并展示一张	
狗的图片，一个孩子把		
/d/-/ŏ/-/g/	这几个单独	
的音拼成“dog”。

在围圈时间，教师告诉孩	
子们：“我要说出你名字中
的发音。当你听到自己名字
的发音时，说出你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地毯了。
准备好了吗？‘mah-teh-
oh’”，一个孩子把自	
己名字的音节拼成了	
	“Mateo”。说出自己的名	
字后，Mateo	离开地毯。

基础	2.2	 识别和混合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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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3	 参与押韵和文字游戏 

发现

关注并参与经常体验的
简单英文歌曲、诗歌和
手指游戏，并配合手势
和一些关键词。	

发展

用英语重复或背诵强
调押韵的简单歌曲、
诗歌和手指游戏的部
分内容。	

拓展 

用英语重复、背诵、
制作或创编强调韵律
的简单歌曲、诗歌和
手指游戏。	

发现范例

一名儿童在全班齐唱	
	“Itsy	Bitsy	Spider”
时，做出一些手势并与
同伴微笑。	

小组朗读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时，教师鼓励孩子们跟
着自己认识的单词一起
唱，并跟着“嘣嘣”的
单词跺脚，孩子们就会
跟着故事的节奏动起来
并跺脚。	

发展范例

一名儿童在全班齐唱	
	“Itsy	Bitsy	Spider”
时，加入到韵文的押韵
部分：“waterspout”
和“spider	out”。

小组朗读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时，教师鼓励孩子们跟
着自己认识的单词一起
唱，并在唱到“嘣嘣”
时跺脚，一个孩子唱	
起来。	

拓展范例

在全班齐唱“Itsy	Bitsy	
Spider”之后，一个孩子
自己唱这首歌，给后面的
歌词做了好笑的改编。	
	“雨落下来，洗净了蜘蛛	
pout。太阳出来，晒干了
所有	snout”。

教师在一周内多次为大
家朗读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后，一个孩
子大喊：“奇卡奇卡嘣
嘣，地方够吗？”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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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在教师的带领下，一个
孩子和同伴一起喊“啊
哦”，他们反复呼喊	
	“去打熊”。

开始朗读一本书之前，
在教师的带领下，一个
孩子在“拍，拍，拍你
的手”中跟着小组伙伴
一起拍手。	

发展范例

一个孩子和同伴一起	
高喊：“一、二，	
系鞋带，三、四，	
关门......”，一边用	
	“two，shoe”和	
	“four，door”押韵，	
一边拍手。

一个孩子参加全班合唱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唱出押	
韵词和关键词组，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和“what	
you	are”，但没有唱	
完整首歌。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轻声地唱着自	
己喜欢的歌曲中的歌词	
	“Comin’	down	the	track,	
clickety-clack”。

与同伴谈论自己的名字	
(Bindy)	和同伴的名字	
(Cindy)	时，一个孩子说：	
	“Cindy。Bindy。它们几	
乎一样！”。

基础	2.3	 参与押韵和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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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的语音意识技能 
语音意识是指儿童对语言发音以及将这些发音组合成单词的规则的意识。在
学习英语语音意识之前，儿童需要熟悉英语的发音。学习英语词汇和语言运
用有助于为语音意识打下基础。为帮助儿童理解英语发音和语音意识，教师
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导并注意以下几点：

• 教师可以唱歌、朗诵童谣、诗歌和韵文，并用英语朗读，让儿童聆听并
加入其中。

•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发音。例如，有些语言的	/r/	和	/l/	音区分不明显，
因此需要清楚地向儿童指出带有这些发音的单词，让他们练习识别和发
出这些音。	

• 儿童可能需要额外练习使用自己家庭语言中不存在的语音组合。例如，
并非所有语言都使用将辅音混合在一起的发音（如“smell”中的	/sm/	
或“forests”中的	/sts/）。此外，有些语言中没有以辅音结尾的单词。
如果孩子的家庭语言遵循这些规则，没有辅音混合，那么他们最初可能
会把“snack”一词读成“su-na-cku”，因为他们应用的是自己家庭语
言的语音规则。为了支持儿童学习英语中的发音和音素组合，应发音清
晰，为儿童提供真实的学习体验，让他们有时间练习新的发音，或提供
机会让他们在有意义的互动中练习新单词。	

• 语音意识技能或多或少会从一种语言移转到另一种语言，因此，如果孩
子在自己的家庭语言中已经懂得如何混合发音或分段发音，他们就能够
将这些技能运用到熟悉的英语单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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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字母与印刷物 

许多孩子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就已经能识别家庭语言中的一些字母和字母发音
了。如果儿童所使用的语言的字母系统与英语字母系统相似（如西班牙语或他加禄
语），那么他们可能会很快地将在这种语言中体验到的印刷物知识移转到英语中。	
因此，教育工作者可能会注意到他们的知识从“发展中”或“拓展中”阶段开始。	
相反，如果儿童曾以使用不同书写系统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或普通话）体验印刷物，
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英语字母或识别字母的发音。

基础	2.4	 认识和识别字母 

发现

在英语字母表中认出
自己名字中的第一个
字母。	

发展

准确识别几个英文字
母。	

拓展 

准确识别许多大写英
文字母和一些小写英
文字母。	

发现范例

全班同学在教室里玩
找字母的游戏。教师安
排轮到一个名叫	Anh		
的孩子，教师说：	
	“‘Anh’以‘A’开
头。Anh，你能找到字
母‘A’吗？”，并指了
指墙上的字母表。	
孩子指了指字母表上	
的字母“A”。	

发展范例

全班同学在教室里玩
找字母的游戏。教师
问：“你能找到字母	
	‘S’吗？”，一个孩子
摸了摸标有“Spoons”
的抽屉上的“S”。	

拓展范例

全班同学在教室里玩找
字母的游戏。教师问：	
	“你能找到字母‘S’	
吗？”，一个孩子摸了	
摸标有“Spoons”的抽
屉上的“S”。教师在各
种标牌和海报上读出字	
母的名称，孩子继续寻找
字母，有的是大写字母，	
有的是小写字母。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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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
语的孩子指着墙上用英语
列出月份和星期的行事
历。孩子注意到了自己名
字的第一个字母“D”，
并说道：“¡‘D’como	
Diego!”(“D”就像	
Diego！），使用这个字
母的英语发音。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
的孩子向家长展示自己
的储物柜，并说：“Mi	
nombre	empieza	con	
esta	letra,	la	‘M’”，
先用西班牙语再用英语读
出字母的发音。（我的名
字以字母“M”开头。）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
语的孩子指着墙上用英语
列出月份和星期的行事
历，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大
声念出几个大写字母。

一个孩子在帮助教师分发
方毯（每块方毯上都有一
个名字）时，指着另一个
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说	
	“N”，然后对其他几个
孩子的名字也这样做。

一个孩子翻开一本字母表
图画书，小声读出几个熟
悉的英文字母的名称。	

拓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
的孩子指着墙上用英语列出
月份和星期的日历，用英语
和西班牙语大声念出每个大
写字母和一些小写字母。

教师在室外用粉笔写下几个
大写和小写字母，一个孩子
读出这些字母的名称。

基础	2.4	 认识和识别字母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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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5	 学习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 

发现

表现出意识到英语字
母有发音。	

发展

准确识别或发出与一
个或两个英文字母相
关的声音。	

拓展 

在成年人的帮助下，准
确识别或发出几个英文
字母（约	5–10	个）的
发音。	

发现范例

与教师一起阅读字母
书时，一名儿童重复教
师在书中“T”页发出的	
/t/	音。	

孩子坐在印有字母的
地毯上，在教师发音后
重复字母的发音。	

发展范例

与教师一起读字母书
时，当教师提示“字母	
	‘T’发什么音？”，一
个孩子指着写有“T”的
那一页，并发	/t/	的音。

当大家坐在印有字母
表的地毯外时，教师
问：“哪个字母的发音
是	/n/”？孩子移动到字
母“N”处。	

拓展范例

与教师一起读字母书
时，孩子指着书页上的几
个不同字母，在教师提示
字母发音时读出相应的发
音。

大家坐在印有字母表	
的地毯上时，教师问：	
	“哪个字母的发音是		
/n/”？一个孩子移动到
字母“N”处。这个孩	
子在游戏中又轮到两次，
并准确地指出了两个	
字母。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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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阿拉	
伯语的孩子指著书中	
的一个英语单词问：	
	“ ؟  هاي  بتحكيكيف	 ”
	（这个单词怎么说？）	

发展范例

当教师问“哪个字母发	
/s/	的音，如‘ssit’	
或‘ssand’？”时，	
一个孩子在沟通板上指	
出字母“S”。

在字母块小组活动中，教
师问“字母‘P’发什么
音？”，一个孩子发出了	
/p/	的音。	

拓展范例

玩字母磁铁时，一个孩子读
出他们碰到的多个字母的相
应发音，有时需要教师的提
示。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的
孩子指着横幅上的英文字
母，读出相应的发音。读到
字母“J”时，他们会发出	
/j/	的音，然后说，在西班牙
语中，“J”发	/h/	的音。

基础	2.5	 学习字母与发音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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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关于印刷物的概念 

许多孩子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就已经能理解家庭语言中的“印刷物”概念了。如
果儿童所使用的语言的字母系统与英语字母系统相似，或有类似的印刷物惯例（如印
刷物在文字中的排版方式或翻页方向），那么他们可能会相对更快地将在这种语言中
体验到的印刷物知识移转到英语中，并可能从“发展中”或“拓展中”水平开始。例
如，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使用相似的字母系统，也有相似的印刷物惯例。相反，使用
不同书写系统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或普通话）的儿童可能从新兴水平开始，因此需要
更多时间来学习识别印刷物或理解英语中的印刷物惯例。

基础	2.6	 理解印刷物的概念 

发现

与展示英文字母的材
料互动。	

发展

表现出意识到自己在
与英文印刷物互动。	

拓展 

展现对英文印刷物的
意识，即意识到英文
印刷物可以阅读并有
特定含义。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玩印有字母
的积木，并拿起一块积
木仔细观察字母。	

发展范例

孩子一边玩印有字母
的积木，一边轻声唱：	
	“A、B、C、D......”	

拓展范例

孩子玩印有字母的积
木，把几个字母排成一
行，并假装读出他们拼	
出的英文“单词”。

（接下页）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15
英语语
言发展

（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自由游戏时间，孩子
看着墙上的字母图表。
看到孩子在观察字母图
表，教师边读字母边指
着每个字母。

一名儿童翻阅一本用英
语写的书。

一名儿童使用字母印章
在纸上印出字母。	

发展范例

孩子看了一会墙上的字
母图表，然后对教师说	
	“ABC”。教师回答	
	“是的，ABC”，并边读
字母边指着每个字母。

一个家庭语言为普通话
的孩子带来了他们的
普通话版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并在教室里
找到了英文版，以证明它
们是一样的。孩子指着普
通话版的“棕熊，棕熊，
你看到了什么？”，用
普通话说出书名，然后
指着英语版说“Brown	
Bear”。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在看墙上贴着标
签的天气图表，指着太阳图
片旁边的一个单词问教师它
是不是读“hot”。教师回
答说：“这个单词是由字母	
	‘S-U-N-N-Y’组成，拼成	
	‘sunny’”。孩子重复	
	“sunny”，教师继续说：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	
	‘hot’这个单词。这边这	
个单词是由字母‘H-O-T’
组成，拼成‘hot’！”

一个家庭语言为粤语的孩子
指着英文图画书上的一个单
词说：“嗰就系	fire	truck		
(消防车)”。（无论孩子使
用的单词是否准确，这一举
动都表明他理解了印刷物的
特定含义）。

孩子指着柜门上写着	
	“CRAYONS”的牌子问：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基础	2.6	 理解印刷物的概念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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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2.7	 理解印刷物惯例 

发现

阅读英文书籍并就其
进行沟通。展示对常
规的书籍翻阅行为的
理解，如朝一个方向
一页一页地翻书。	

发展

展示对一些书籍翻阅
行为或英语特有的印
刷物惯例的理解，如
从右向左翻页和辨别
书的封面。	

拓展 

表现出了解英文印刷
物按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的顺序排列，并
且知道从右向左翻动
书页阅读书籍。	

发现范例

教师和一个孩子坐在
图书角，从书架上拿出	
	《下雪天》	The	Snowy	
Day，然后告诉孩子：	
	“这本书叫	《下雪天》。
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之
一”，一边说着书名，
一边指向标题。教师让
孩子在书前坐几分钟，
一页一页地翻开书，仔
细观察书中的图片，同
时教师会指出图片中的
一些元素并加以评论。
然后，教师问孩子是否
愿意一起读这本书。		

发展范例

在集体阅读《下雪
天》时，教师请一名儿
童翻书。孩子按照正确
的方向翻书。	

拓展范例

集体阅读《下雪天》
时，教师请一名儿童翻书
并担任阅读助手。孩子按
照正确的方向翻书，并指
着文字的左上方，示意教
师从这里开始阅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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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波斯
语的孩子假装自己在读
一本英语书，从左向右
翻页（波斯语书的翻页
方向）。

一个小肌肉运动发育迟
缓的孩子从图书馆书架
上挑选一本英文书，让
教师读给大家听。他们
通过打开书本，并用黏
在书页上的手工棒翻动
书页来协助老师。	

发展范例

在围圈时间，教师示意翻
页，一个家庭语言为波斯语
的孩子会把一本用英语写的
大书从右向左（英语书写系
统中的翻页方向）翻一页。

一个家庭语言为韩语的孩
子与另一个孩子一起坐在
摇椅上“阅读”时，会
把一本颠倒的英语书翻
过来，并说道：“여기서 
시작하자”（我们从这里	
开始吧）。

一个孩子坐在椅子上，旁边
放着他喜欢的毛绒玩具和一
本英语书，假装要教小动物
读书。孩子告诉动物“你这
样做”，从封面打开书，从
右向左（英语书写系统中的
方向）翻页。他们用阿拉伯
语和英语就每一页上的插图
进行沟通。	

拓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波斯语的
孩子会一页一页地翻开英文
书，并混合使用波斯语和英
语低声自言自语。他们从右
向左翻页，并用手指从左向
右移动（英语书写系统中的
方向）追踪印刷物中的内
容。

翻开英文书的第一页时，一
个孩子说：“从前”，翻到
最后一页时，孩子说：“结
束”。

基础	2.7	 理解印刷物惯例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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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了解英语字母知识和印刷物
了解英语字母知识和印刷物概念有助于终身发展英语读写能力。教师可以透
过有趣的明确教学，来支持多语言学习者发展扎实的英语基础读写能力：

• 许多孩子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可能已经明白字母或字符可以用来表
达想法和观点，尽管他们家庭语言（如普通话或波斯语）的书写系统可
能与英语字母系统大相径庭。教师可以提供一个充满英语印刷物（如英
文书籍、海报和标签）的环境，并明确展示这些印刷物是英语以书面形
式表达概念的方式，以此来支持这些学习者。例如，教师可以一边朗读
一边指出字母和单词，并在示范书写时读出单词的发音。

• 如果儿童体验印刷物时使用的语言与英语有相似的字母系统（如西班牙
语或他加禄语），那么儿童在参加早期教育计划时可能已经了解了他们
家庭语言中的一些字母名称和发音。教师可以透过指出两种语言的异同
为这些儿童提供支持。例如，教师可以解释字母	J	在西班牙语中发	/h/	
音，而在英语中发	/j/	音。

• 为了支持所有孩子发展中的字母知识，可以玩与英语字母有关的游戏。
当教室里有书本、标志、标签和海报时，游戏可以包括寻找教室环境中
出现的字母。游戏还可以包括识别字母的发音。例如，教师可以在室外
的人行道上用粉笔写上字母，然后要求孩子们移动到与发音相对应的字
母处（如“跳到发音是	/g/-/g/-/g/	的字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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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讲儿童及其家人的家庭语言的工作人员合作，了解家庭语言的阅读
规范。例如，了解该语言是使用以字母表示声音的字母系统，还是以字
符表示词语或含义的字符，或者使用两者的组合。了解孩子家庭语言中
的文字是从右向左读还是从左向右读也很有帮助。

• 示范如何阅读英文印刷物。大声朗读时，用手指从左到右慢慢地“划
过”单词或文字。请孩子们帮助按照正确的方向翻页，必要时提供明确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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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3.0 - 阅读
子分支 - 读写兴趣和回应 

基础	3.1	 对读写活动表现出兴趣 

发现

关注英语读写活动。	

发展

表现出对英语读写活动
的兴趣并参与其中。	

拓展 

表现出对英语读写活动
的兴趣并参与其中，独
立性不断增强。	

读写和与读写有关的活动包括朗读、讲故事、唱歌、吟诵、押韵、看书和写作。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仔细观看教
师正读着的英语故事书
中的图片。教师让孩子
靠近书本，这样他们就
能更直接地看到图片。	

教师用英语吟唱一首
童谣，一个孩子与大家
围成一圈，不时跟着其
他孩子一起摇摆。	

发展范例

听教师用英语读一本
书后，孩子翻开书，假
装用自己的家庭语言和
英语混合读给自己听。	

孩子跟着熟悉的英语
韵律或童谣拍手，大声
喊出经常重复的单词。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在班级花园里
待了一阵，然后从图书角
选了一本自己喜欢的关于
种植花园的英语书，并假
装翻页阅读。

一个孩子问教师，大家
能不能一起唱他们最喜欢
的英语童谣。教师回答说
可以，并问孩子是否愿意
站在圈中教师的旁边，帮
助带领大家演唱。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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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教师在画架上用英语书
写时，一个孩子专心听
讲。

午睡时间结束前，教师
要求孩子们安静地玩耍
或阅读，一个孩子翻动
旁边的英文图画书。	

发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韩语的孩
子在放学时向奶奶展示一
本关于种植花园的英语
书，并沟通道：“할머니 
이것봐.우리마당에있는 
꽃하고 똑같아.”（看，奶
奶！书上的花就像我们花
园里的花）。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	
牙语的孩子在翻阅一	
本关于工程车辆的英语	
书时，指着推土机的图片
问：“¿Qué	es	esto?”	
	（那是什么？）	

拓展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语的
孩子从书架上拿出一本	I	Am	
Enough，问：“这是什么
书？”然后，他们坐下来翻
开书，混合使用西班牙语和
英语低声讲述他们所看到的
一切。

一个家庭语言为普通话的孩
子告诉教师“我要给你读本
书”，然后拿起桌上的一本
书，假装用英语朗读，边读
边编故事。	

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学校游戏
时，一个孩子假装教师在画
架上写字，并用英语讲述他
们所写的内容。

基础	3.1	 对读写活动表现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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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3.2	 参加朗读活动 

发现

专注听成年人读一本
简短的英文书。	

发展

在语言可预测或重复的
情况下，参与英文书籍
的朗读活动，并就书籍
内容进行交流。	

拓展 

参与英文书籍的朗读
活动，并就书籍内容
进行交流。	

孩子们可以用英语、他们的家庭语言、手势或其他非语言方式来交流书籍内容。	

发现范例

教师读一本关于花园
的英文图画书时，一个
孩子专心听讲。

教师用英语朗读《坏
脾气的瓢虫》The	
Grouchy	Ladybug	时，
一个孩子一边听教师
讲，一边看着教师手中
的瓢虫木偶和书页。	

发展范例

在一本关于花园的英
语书中，教师邀请大家
数一数图画中的草莓数
量，一个孩子和其他孩
子一起数“一、二、
三、四”。	

教师用英语读了几遍
《坏脾气的瓢虫》The	
Grouchy	Ladybug，一
个孩子与教师和同伴一
起大声念出他们最喜欢
的几页中重复的句子。	

拓展范例

教师读一本关于花园的
英语书时，一个孩子说：	
	“我家附近有一个花园。
里面种的不是草莓。种的
是辣椒”。

用英语读《坏脾气的瓢
虫》The	Grouchy	
Ladybug	时，一个家庭
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孩子向
讲西班牙语的助教说	
	“¡Es	una	mariquita	
mala!	Siempre	está	
enojada,	como	mi	
hermano.”	（这是一只小
气的瓢虫！她总是生气，
就像我哥哥一样）。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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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教师在用英语朗读科普
读物前介绍英语词汇，
一个孩子走近来看并触
摸道具。

一个孩子给教师带来一
本他喜欢的英语书，然
后坐在教师旁边听教师
朗读。教师对着与文字
相对应的图片做手势，
例如在读关于使用扫帚
的句子时指向插图中的
扫帚，而孩子则盯着图
片。	

发展范例

与全班同学一起用英
语朗读《有个老太太
吞了一只苍蝇》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时，一
个孩子在每个阶段都加入
了动作。全班齐读之后，
这个孩子用手来表示有苍
蝇在周围嗡嗡作响。

一个家庭语言为普通话	
的孩子模仿教师讲英语	
故事时做出的动作，如跺
脚穿过草地。他们说道：	
	“我在跺脚！”。	

拓展范例

在读一本关于鲸鱼的英语书
时，一个孩子指着一头虎鲸
叫道：“我喜欢那只！它是
黑白的。”	

小组用英语朗读时，教师
问：“小男孩看到了什	
么？”，一个家庭语言为西
班牙语的残疾儿童指向沟通
板上的“月亮”，然后指出
书中那一页的月亮图片。

基础	3.2	 参加朗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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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理解和分析适龄文字 

基础	3.3	 理解故事 

发现

利用图片或其他辅助方
式（如实物或手势）来
理解英语故事中的主要
人物和细节。	

发展

听几遍英语故事后，
能理解故事中的几个
主要人物和事件，包
括一些仅透过故事文
字表达的细节。	

拓展 

首次听完英语故事
后，能理解故事中的
主要人物和事件，包
括仅透过故事文字表
达的细节。	

孩子可透过用英语或其家庭语言回答问题、用英语或其家庭语言复述、扮演故事内容、
用肢体语言做出反应和创作作品等方式来展示对故事的理解。	

发现范例

教师用手偶大声讲述一
则关于狮子和老鼠的英语
寓言故事。故事讲完后，
一名儿童与同伴一起在地
板上走来走去，假装自己
是一只老鼠。	

发展范例

在听了几遍关于狮子
和老鼠的英语寓言故事
后，一个孩子说：“老
鼠帮忙。”孩子做了一
个咬的动作，指的是寓
言中老鼠咬断绳子帮助
狮子的情节。	

拓展范例

第一次听完关于狮子和
老鼠的英语寓言故事后，
一个孩子说“现在他们可
以做朋友了”，指的是寓
言故事的结尾，老鼠对狮
子很友好。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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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读一本英语书时，教师
指着书中人物的图片说：	
	“这是男孩的奶奶，他的	
abuela.”孩子指着插图
重复说：“奶奶”。

借助毛毡板用英语讲完	
一个故事后，教师用西	
班牙语问一个孩子：	
	“Cuéntame,	¿qué	pasó	
en	el	cuento?”（告	
诉我，故事里发生了什
么？）这个家庭语言为	
西班牙语的孩子指着载	
着一个人的毛毡船说：	
	“Había	un	hombre	en	
un	barco.”（船上有个
人）。

教师读一个关于苹果树的
英语故事，同时孩子们把
苹果图片黏在一棵纸做的
大树上。一名儿童参与其
中，在教师的提示下拿起
自己的图片，并用英语说
出“苹果”。

发展范例

教师将同一本英语书读
了几遍，孩子说：“他上
了飞机”，描述故事中的
一个事件。教师回答说：	
	“这个男孩坐上了飞机。他
去哪儿了？”孩子回答
说：“他的家人。”他准
确地理解了小男孩是去探
望他的家人。

听了几遍《绿鸡蛋和火
腿》Green	Eggs	and	
Ham	后，教师问：“你们
喜欢绿鸡蛋和火腿吗？”
一个孩子做出“讨厌！”
的表情。

教师读了几遍《满，满，
满满的爱》Full,	Full,		
Full	of	Love，一个家庭
语言为越南语的孩子在故
事的相应部分说：“Bạn	
đã	cố	lấy	kẹo	vì	bạn	đói	
bụng”（孩子想去拿糖
果，因为他饿了）。	

拓展范例

教师为一个孩子一对一读
完一本英语书后问：“你最
喜欢故事的哪个部分？”孩
子回答：“奶奶很有趣。她
对小男孩说了很多有趣的
话。”教师回答说：“我也
觉得她很有趣。你觉得故事
中的小男孩对奶奶是什么感
觉？”

在英语故事时间，一名家庭
语言为西班牙语的有残疾的
儿童使用卡片沟通系统来表
达故事中的人物感到孤独。	

英语故事时间结束后，一个
家庭语言为韩语的孩子向同
样讲韩语的助教教师描述了
故事中的一个事件，并说：	
	“늑대가 나올때 좋아”（我喜
欢狼出来的那部分）。

基础	3.3	 理解故事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26
英语语
言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3.4	 理解信息性文字 

发现

利用图片或其他辅助
手段（如实物或手
势）来理解英语信息
性文字中的几个主要
细节。	

发展

听几遍英语信息性文
字后，能理解文字中
的一些主要细节，包
括仅透过文字中的单
词表达的细节。	

拓展 

首次听完英语信息性
文字后，能理解文字
中的一些主要细节，
包括仅透过文字中的
单词表达的细节。	

孩子可透过用英语或家庭语言提问或回答问题、用英语或家庭语言标注或描述、玩
耍、用肢体语言做出反应和创作美术作品等方式来展示对故事的理解。	

发现范例

在小组阅读几本有关
动物栖息地的英语书
后，孩子们轮流将剪下
的动物图片分成“海洋
动物”和“沙漠动物”
两栏。一个孩子在观察
几个孩子轮流分栏之
后，拿起一张郊狼的图
片，把它放在了“沙漠
动物”一栏。	

发展范例

在小组中反复朗读同
一本有关沙漠动物的英
语书后，一个孩子指着
一页画有长耳大野兔的
页面说：“它跑得很
快。一只跑得快的兔
子”，说出了他们从书
中学到的事实。	

拓展范例

教师第一次为全班读一本
关于沙漠动物的英语书时，
一个孩子惊讶地问道：“郊
狼喜欢吃动物吗？”来确认
他们刚从书中学到的一个事
实。教师回答说：“是的，
郊狼确实吃其他动物，例如
鸟和蜥蜴。还有哪些动物喜
欢吃鸟呢？”以此提示孩子
们回忆起他们在书的前一页
学到的事实。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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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读一本有关情感的英
语书时，教师指出书中
图片上的面部表情，一
名儿童模仿这些表情。
教师透过描述书中的	
图片为孩子提供支持，
例如“这个女孩感到	
很生气”。

孩子从家里带来一件与
前一天读的英语书中的
图片有关的物品。	

教师给大家读了一本关
于动物的书，然后一个
孩子画了一幅类似乌龟
的画，乌龟是书中的动
物之一。	

发展范例

第三次读一本关于情	
感的英语书时，教师在读
到关于“生气”的那一页
时停了一下，并问道：	
	“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生
气？”一个家庭语言为亚
美尼亚语的孩子转向一个
讲亚美尼亚语的同伴，分
享道：“Երբ ընկերս 
վերցնում ա խաղալիքս”	
	（当我的朋友拿走我的玩具
时）。

分组阅读几遍《家庭，家
庭，家庭！》Families,	
Families,	Families!（一
本用动物插图表现不同家
庭结构的书）之后，一个
孩子画了一幅画，画上是
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家庭
成员。	

拓展范例

第一次为一个小组读一本
关于情感的英语书后，教师
问：“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
生气？”一个家庭语言为亚
美尼亚语的孩子转向一个讲
亚美尼亚语的同伴，分享
道：“Երբ ընկերս վերցնում 
ա խաղալիքս”（当我的朋
友拿走我的玩具时）。

在听了一本关于工程车辆的
新的英语书后，一个孩子玩
起了玩具自卸卡车，并重复
书中提到的一个事实。

读《炸面包》Fry	Bread	
时，一个孩子认出了书中描
述的配料，并打断故事，就
他们与妈妈一起烹饪时使用
的配料展开了交流。	

基础	3.4	 理解信息性文字 

（接下页）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128
英语语
言发展

（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听完教师读的《鸟儿筑
巢》Birds	Make	Nests	
后，一个孩子把毯子卷
在椅子上，做成鸟巢的
样子，然后在中间放上
几块积木，当作鸟蛋。

发展范例

读了几遍关于阻止细菌传
播的英语书后，一个孩子
分享了最近的家庭经历，
并使用了书中的词语，如	
	“我妈妈咳嗽。我爸爸咳
嗽。我洗手。我擦洗。”	

拓展范例

读完《种子会移动！》
Seeds	Move!	后，孩子们
一起播种。书中的一个片段
讨论了种子在地上生根之前
会顺着河流漂流。一个孩子
把种子放在泥土上，然后引
用书中的话说：“种子会漂
浮。”教师对孩子的阐述做
出回应：有些种子在种到土
里之前会漂浮在水面上。	

基础	3.4	 理解信息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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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理解英语阅读
英语书籍为多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随着儿童对英语理解能力
的发展，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英语朗读并理解所读内容。从而，透过接触
包括复杂的语法和越来越复杂的特定主题词汇在内的丰富语言，体验英语书
籍也有助于支持儿童英语词汇和语法的不断发展。教师可以透过以下方式支
持儿童理解英语阅读：

• 教师可以选择包含图片的故事书和科普读物，以帮助儿童理解。	
此外，教师还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体现儿童多元化背景	
的书籍、押韵的书籍以及带有重复或可预测文字的书籍。

• 教师可在阅读书籍前介绍重要的新词汇，帮助孩子跟上文字内容。

• 教师可以利用实物或图片协助儿童理解所读内容。例如，教师可以请孩子
查看与书中文字相符的图片。

• 教师可以就一起阅读的内容提出问题。儿童刚开始使用英语时，为了鼓励
儿童练习已经学会的英语，教师可以针对儿童已经掌握的英语单词先提出
一些问题，如谁、什么和在哪里等问题。随着孩子们使用英语口语能力的
提高，他们将能够更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可以调整问题，让他们完
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 孩子们可能在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反应、观点或解释之前，就已经理解
了读给他们听的英语内容。让孩子们用不需要说英语的方式来展示他们对
一本书的理解。其中包括绘画和扮演故事内容，以及用他们的家庭语言沟
通对书的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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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4.0 - 书写
子分支 - 作为交流的书写 

基础	4.1	 透过书写表达词语或想法 

发现

用英语书写涂鸦来表
达话语和想法。	

发展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
用英语书写类似字母
的涂鸦来表达话语和
想法。	

拓展 

独立用英语书写几个
可辨认的字母来表达
话语和想法。	

除了早期的书写外，儿童还可使用绘画或口述来表达话语和想法。	

发现范例

孩子写出小巧而精致
的涂鸦。教师问：“你
写了什么？”孩子一边
用手指着自己写的东
西，一边说“生日快
乐。”		

发展范例

孩子请教师帮忙写	
	“Happy	birthday”。教
师把单词用印刷体写在
一张纸上，逐一念出每
个字母，并示范如何组
成每个字母。孩子尝试
模仿教师的动作，写出
类似字母的线条，但还
不能清晰辨认，比如	
	“H”的两条垂直线。	

拓展范例

孩子请教师帮忙写	
	“Happy	birthday”。	
教师在纸上打印出这些字
母，并逐一大声念出每个
字母。孩子随着教师的发
音慢慢写出每个字母，有
些字母写反了或写得难以
辨认。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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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在一个关于动物的单
元中，全班同学合作制
作了一本书，每个孩子
都为自己喜欢的动物创
作了一页。一个孩子画
了一幅类似蜥蜴的图
画，然后在图画上方标
题的位置涂鸦，写下	
	“蜥蜴”。这些涂鸦还不
能被识别为字母，但已
与图画区分开来。

一个孩子拿着一张纸
条，上面有教师写的
一小段英文。在字迹下
面，孩子画出弯弯曲曲
的线条，偶尔用空格隔
开，以类似英文单词的
段落形式出现。

玩餐厅游戏时，一个孩
子在纸上涂鸦，假装接
受同伴的点餐，然后把
纸递给另一个孩子，说
道：“鸡蛋，谢谢。”	

发展范例

在一个关于动物的单元
中，全班同学合作制作了一
本书，每个孩子都为自己喜
欢的动物创作了一页。一个
孩子画了一幅类似蜥蜴的图
画，然后在图画上方标题的
位置用直线和曲线刻意做了
字母状的标记，表达“蜥
蜴”的意思。

一个家庭语言为普通话的	
孩子为他的祖母画了一幅	
爱心。孩子指着下面卷曲的
字母状标记解释说：“This	
says	“heart”	(这上面写
的是‘心’)”，然后在这
些标记下面画上笔直的方块
标记，并解释说：	“	Now	
it	says	(现在写的是)‘我爱
你，奶奶。’”。

在小组投票时，一个孩子
看着教师写的样本，抄写	
	“N-O”。教师会协助孩
子，示范组成字母的线条
的顺序和方向。孩子将卡
片交给教师，进行投票。

拓展范例

在一个关于动物的单元
中，全班同学合作制作了一
本书，每个孩子都为自己喜
欢的动物创作了一页。一个
孩子画了一幅类似蜥蜴的图
画，然后请教师帮忙在上面
写“蜥蜴”。教师在纸上打
印出这些字母，然后逐个字
母指导孩子抄写单词。孩子
写出可辨认的	“L”、“I”
和“D”，并画出与其余字
母非常相似的斜线。

孩子们在画画和写自己喜欢
的季节时，一名盲童透过盲
文机用盲文写出了代表	fall	
的“f”。

在教师帮助拼字的情况下，
一个家庭语言为西班牙	
语孩子用蓝色蜡笔写下	
	“MAMA”。然后在下面用	
绿色蜡笔写下“MAMA”，
并解释蓝色代表西班牙语，
绿色代表英语。

基础	4.1	 透过书写表达话语或想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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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4.2	 书写自己的名字 

发现

用英文字母写出代表
自己名字的标记。		

发展

用英文字母抄写自己
的名字。		

拓展 

用英文字母独立写出
自己的名字，并且基
本正确。		

许多儿童在进入学前班时，正在发展用家庭语言书写自己名字的能力。如果儿童的
家庭语言使用与英语字母相似的字母系统（如西班牙语或他加禄语），并且他们名
字中包含英语中没有的特定字母或标记（如	é	或	ñ），应鼓励他们继续使用这些标
记。	

发现范例

一个孩子画出类似字
母的弯弯曲曲的线条，
然后指着这些线条说	
出了自己的名字	
	“Narineh。”	

一个叫	Malik	的孩子
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了
一个圆圈和几条线。教
师问：“Malik，你写了
什么？”孩子回答：	
	“Malik。”	

发展范例

教师在	Narineh	的画	
上写下“NARINEH”后，
孩子拿起记号笔，	
小心翼翼地在下面抄写	
	“N-A-R-I-N-E-H”。	

教师用浅黄色粉笔在地
上写下一个孩子的名字	
	“M-A-L-I-K”，然后这个
孩子用深蓝色粉笔描摹。	

一名儿童使用适应性键	
盘抄下教师贴在其午餐盒
上的自己名字中的字母	
	“A-M-A-R”。

拓展范例

一名儿童自己在画的上
方写下自己的名字	
	“NARINEH”。	

教师建议：“让我们看
看你怎么写自己的名字”
后，一个孩子用粉笔在人
行道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MALIK”。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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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现 发展 拓展 

发现范例

一个家庭语言为阿拉伯
语的孩子用手指在一盘
面粉上画出一连串直线
和略微弯曲的线条，然
后说：“ َ ”	  اسميبتتكَ
	（我写下了我的名字。）

发展范例

一个孩子把贺卡拿到自己
的储物柜前，看着储物柜
标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
抄下“Alex	Zheng”，在
给奶奶的贺卡上签名。孩
子把字母“Z”写反了，	
一些小写字母（如“e”	
和“g”）则写得很潦草。

孩子坐在写有自己名字的
方毯上，用手指描画自己
的名字“YICHEN”。	

拓展范例

一个孩子自己在一幅画	
的上方写下自己的名字	
	“MEi”，其中“M”侧	
着写。

一个孩子用点画笔自己写	
出了“DAE-HYN”，却忘	
记了自己名字	Dae-Hyun		
中的“U”。	

基础	4.2	 书写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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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儿童的早期英语书写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教师的支持和有计划的指导来学习书写。透过以真实、有
意义的方式将书写融入一天的活动中，教师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书写对于传达
观点的价值。有些因素会影响	ELD	书写基础对个别儿童的适用方式。这些
因素包括儿童在书写方面的发展准备程度、他们目前对家庭语言书写的了
解，以及家庭语言书写与英语书写之间的相似性。教师可以透过以下方式支
持儿童的早期英语书写：

• 教师可以透过提供英语印刷物（如书籍、字母海报或手工制作的字母
卡）以及提供制作字母的工具（如英语字母印章或键盘）来支持儿童的
英语书写。

• 教师可以为儿童用英语书写表达自己提供真实的机会，如为班级合作书
籍投稿或用英语给同伴写贺卡。	

• 若儿童学习使用与英语具有相似字母系统的家庭语言（如西班牙语或他
加禄语）书写，其技能和知识可能达到或超过	ELD	书写基础的“拓展”
水平。教师可以向孩子强调两种书面语言之间的异同，并鼓励他们用自
己的家庭语言和英语写作来表达想法和观点。	

• 如果孩子的家庭语言所用的书写系统与英语字母系统有很大差异，教师
可以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支持。例如，正在学习用阿拉伯字母或汉字等文
字书写的儿童在学习书写英文字母时，需要得到更多支持，如反复示范
和直接指导他们逐行书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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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非裔美式英语。一些美国黑人使用的英语变体，具有自己的语法、词汇和发音规则。非
裔美式英语也可称为非裔美国白话英语或黑人英语。

美国手语 (ASL)。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常用的手语。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手语（如
墨西哥手语和尼加拉瓜手语）。手语具有自己的词汇和语法；它们不是口语的“手势版
本”。

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 (AAC) 设备。有言语-语言生成和/或理解障碍的人用来改善日常生活
功能的工具。AAC	使用各种技术和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图片沟通板和语音生成设备。

自闭症谱系障碍。自闭症是指严重影响言语和非言语沟通及社交互动的发育性残疾。与
自闭症相关的其他特征通常包括进行重复性活动和刻板动作、抗拒环境变化或日常例行
活动的改变，以及对感官体验的异常反应。

奇卡诺英语。由加州和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拉丁裔美国人讲的英语变体，具
有自己的语法、词汇和发音规则。奇卡诺英语不同于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合口语（请参
考跨语言运用），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和只讲英语的人都会说这种英语。奇卡诺英语也可
称为墨西哥裔美国英语。

语码转换。在一个词组、句子或对话中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语码转换是一种技能，属
于更广泛的跨语言运用一词的范畴。

同源词。由于具有相同的起源，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与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相同或相似
	（例如，英语单词“accident”是西班牙语单词“accidente”的同源词）。识别不同语言
之间的同源词是儿童在发展多语言能力过程中利用或使用语言资源的一种方式。

失聪。失聪是指听力严重受损，无论是否使用扩音设备，儿童透过听力处理语言信息的
能力都受到损害，从而对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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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计划。提供英语和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学习和教学的计划，此计划透过系统的、有意
图的教育规划，来促进和支持家庭语言发展和英语语言发展	(ELD)。

阅读障碍。阅读障碍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残疾，源于神经生物学。其特征是难以准确和/或
流利地认字，并且拼字和解读能力较差。这些困难通常是由于语言中语音部分的缺陷所
致，与其他认知能力和有效的课堂教学相比，这种缺陷往往让人意想不到。次要后果可
能包括出现阅读理解问题和阅读经验减少，从而阻碍词汇量和背景知识的增长。

假同源词。一种语言中的词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词看似相似，但其含义并无相同来源（例
如，西班牙语单词“ropa”（衣服）听起来像英语单词“rope”，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无
关联）。

通用美式英语。指的是没有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或人口有特别联系的英语变体。通用美
式英语通常用于教育环境中，也可称为标准美式英语或标准英语。

语法。一种语言的规则，用于支配单词、词组和句子的结构以表达意思。

家庭语言。儿童在家庭中使用的语言。

读写能力。透过阅读和书写进行沟通的能力。

词形变化。一种语言规则，即为表达意思而组合或改变单词的一部分。例如，在英
语中，用动词词尾的变化表示时态，如	dances（跳舞）、danced（跳舞了）或	
dancing（正在跳舞）。

多语言学习者。同时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儿童，或在学习英语的同时继续发展家
庭语言的儿童。

叙事。叙述发生的事件或故事。幼儿的叙事通常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

语音意识。对口语发音结构的敏感度。

言语或语言障碍。言语或语言障碍是指一种交流障碍，如口吃、发音障碍、语言障碍或
语音障碍，这些障碍会对儿童的学习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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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语言中词组和句子的词序规则。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句法规则。例如，在英语中，
描述性词组通常将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前（如“a	black	cat”）。然而，在西班牙语中，形
容词通常放在名词之后（例如，“un	gato	negro”，直译为“一只黑猫”）。

跨语言运用。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利用其所有语言知识	-	透过不加区分地使用自己的所有
语言，来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技能。跨语言运用包括许多技能和行为，如语码转换，使
多语言者能够流畅地使用语言。

英语变体。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有多种英语变体，有时被称为方言。这些变体包括但不限
于通用美式英语、非裔美式英语和奇卡诺英语。不同英语变体的使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
可以相互理解，但不同英语变体有不同的语法规则和词汇。在与家人、社区成员以及在
课堂上进行交流时，所有英语变体都是有效和有价值的。

词汇。一种语言中的单词。词汇也可用于描述每个孩子所理解或使用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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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下表提供了语言和读写领域范例中所示音的发音指南。表中的符号代表英语中常见的发
音。其中许多音也出现在其他语言中。

英语音位
符号 正如在......中听到的
/ā/	 angel,	rain
/ǎ/ cat,	apple
/ē/ eat,	seed
/ĕ/ echo,	red
/ī / island,	light
/ǐ/ in,	sit
/ō/ oatmeal,	bone
/ǒ/ octopus,	mom
/ǔ/ up,	hum

oodles,	moon
put,	book

/ә/ above,	sofa
/oi/,	/oy/ oil,	boy
/ou/,	/ow/ out,	cow
/aw/,	/ô/ awful,	caught

/är/ car,	far
/ôr/ four,	or
/ûr/ her,	bird,	turn
/b/ baby,	crib
/k/ cup,	stick
/d/ dog,	end
/f/ phone,	golf

符号 正如在......中听到的
/g/ gift,	dog
/h/ happy,	hat
/j/ jump,	bridge
/l/ lip,	fall
/m/ mother,	home
/n/ nose,	on
/p/ pencil,	pop
/r/ rain,	care
/s/ soup,	face
/t/ time,	cat
/v/ vine,	of

/wh/ what,	why
/w/ wet,	wind
/y/ yes,	beyond
/z / zoo,	because
/th/ thing,	health
/th/ this,	brother
/sh/ shout,	machine
/zh/ pleasure,	vision
/ch/ children,	scratch
/ng/ ring,	finger	

资料来源
Yopp,	Hallie	K.	and	Ruth	H.	Yopp.2011.Purposeful	Play	for	Early	Childhoo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13.Huntington	Beach,	CA:	Shell	Education.经许可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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