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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架构于实际生活背景之上，共鸣于幼儿兴趣和需要的文

学语汇，才能在颇具吸引力的同时激发起学习和运用它的潜

能，从而实现在与语境连续不断的交互中建构起文学语汇经

验的目的。

2 观察发现

当秋风吹抚着绵柔的云朵在湛蓝的天空轻舞飞扬，聚合

着、飘散着，一会儿一个姿态，奇妙得很！你说，如此“鬼斧神

工”的大自然怎能不吸引好奇的孩子驻足凝望？只需抬头便有

搜罗，你说，这唾手可得的“变幻莫测”又怎能不让遇见它的人

“一往情深”？在一个雨后的早晨，天空蓝得出奇，白云轻飘飘

地不停变着“魔术”，这属于秋天的绝佳美景一下子吸引了孩

子们的眼球：哇，好美啊！有个大海在天上；那里有个胡萝卜形

状的大海，很大很大；那是我的赛车，云朵和我的赛车很像；有

一条鲸鱼，是白鲸……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抒情”，孩子们已经

被这缤纷的云趣深深吸引！从此，追云成了大家的日常……

2.1 日常之一：云彩真有趣

天上的云彩再也逃脱不了孩子们欢喜的眼神！当白云层

层叠叠铺开，孩子说：云变成了肥沃的田地；当白云整整齐齐

延伸，孩子说：天空铺着一条长长的轨道；当白云密密匝匝的

排列，孩子说：想用白云做珍珠项链……说着说着，天上的云

彩似乎有了更多的趣味，在行进的途中孩子们会三五成群的

讨论开来、在运动的间隙孩子们也会不甘示弱地分享见解，无

论是在幼儿园里，还是在幼儿园外，无论是和老师、小伙伴一

起，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无论何时何地，孩子们都乐意表达、

倾听关于云的联想，从简单的形态到复杂的情节，云彩与孩子

已经如影随形般密切。

语言学家赵寄石先生曾说，4、5 岁幼儿偶然“蹦”出来的

“妙语”足以令人震惊。的确，从幼儿的表现和表达中可以看

出，拟人和比喻的修辞几乎是信手拈来，云彩的变幻所带来的

视觉体验已经激发了想象和表达潜能，他们欢喜的沉浸在寻

找发现的惊喜和想象表达的趣味中。那么，在幼儿能用“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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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地重现感觉对象之后，如何以此为契机，丰富和扩展文学

语汇经验呢？

2.2 日常之二：我来画我看

秋高气爽的午后，孩子们席地而坐在软软的草坪上，开启

了稚趣的写生之旅，他们时而仰头静观，时而颔首“疾书”，时

而轻语交流，个个投入专注在看云、画云的畅想中，场面宁静

而温馨。看孩子们的写生作品，高铁、绵羊、海龟、蚱蜢、热气

球、汽车、雪糕、小汤圆、木偶戏、恐龙等经验被迁移其中，画高

铁的男孩是经常乘坐高铁去另外一个城市探亲、画恐龙的女

孩几乎熟知恐龙家族的全部成员、画木偶戏的男孩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木偶戏迷，这借于形的想象让眼前的情境与已有经

验发生着奇妙的碰撞，语词经验也像火花一样不断迸发。

对于幼儿来说，图画和符号也可以帮助他们抵达这样的

历程，把对云的视觉体验付诸画笔，也就让文学语汇的学习有

了从实景中抽象和概括的过程，表征能成为表达的基础。

2.3 日常之三：云彩和风儿

诗歌《云彩和风儿》的阅读活动“应运而生”，极强的故事

性让云彩变幻的趣味更加形象生动，也彰显着语言的美妙意

蕴。我是风儿，你是云彩———在互动游戏中体验云彩“闻风而

动”的乐趣，孩子们用灵动的身姿演绎着各种各样的造型；云

彩经历了哪些有趣的变化———在欣赏理解中感受语序和修辞

带来的表达效果，孩子们也明白了对事件的表达不仅是对变

化结果的简单描述，还有对连续动态的整合与重构，丰富了表

达技巧；假如你是风儿，想让云彩怎么变———在操作活动中以

丝巾、棉花、皱纸等材料进行塑形游戏，从抽象的言语回到具

象的表现，在语言美“反哺”实践的时候，孩子们更加愿意探索

文学语汇与实际生活的链接。此外，亲子自制绘本像是给了孩

子们一个肯定和提升文学语汇经验的台阶，是经验的见证，也

是经验的拓展。

生活经验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文学作品又是让生活

经验得以文学性表达的“拐杖”。当这样的链接达到相辅相成

的完美状态，文学语汇的学习也自然而然的发生着，这种不强

加、不突兀的文学语汇经验的建构过程就有了更多积极体验

的满足感和获得感。

3 案例启示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强调：幼儿的语言学习

需要相应的社会经验的支持，应通过多种活动扩展幼儿的生

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力。“积极体验

式”幼儿文学语汇经验的建构依托“积极体验”的方式，吸引幼

儿多感官参与、多渠道积累、多线性表达，从而逐渐敏感于周

遭生活中美的遇见、敏锐于文学作品中妙的文眼，敏捷于一举

一动中巧的思维，在从喜欢到迷恋的进阶中，逐渐扩展和丰富

文学语汇经验，提升早期文学语言能力。

3.1 多感官参与，丰富幼儿感受文学语汇的媒介

案例中，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观察、一回回的自在讲述、一

种种的想象创造吸引幼儿多感官参与体验，一份份亲历的感

性经验也让幼儿可以更深刻的感受文学语汇。无论是观察活

动带来的视觉效果、操作活动带来的形象认知，还是游戏活动

带来的生动诠[1]，都能有利于幼儿更好的积累和整理相关的感

性经验，建立起对文学语汇的亲近感，从而提升感受文学语汇

意蕴的能力。

3.2 多渠道积累，扩充幼儿学习文学语汇的途径

日常的随机交谈是不可多得的学习通道，宽松愉快的氛

围不仅创设了一个让幼儿想说、敢说、愿意说的语言环境，还

充分挖掘了同伴资源的价值 [2]，在榜样的力量下，表现出对文

学语汇的积极趋从，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一个坚实的交流渠

道，同伴间的相互启发也会让情境和语境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文学作品的词汇是儿童文学语汇核心经验点上的重要内

容，是儿童扩充词汇的重要途径，与生活经验高度匹配的文学

作品的阅读也如同适应“最近发展区”的“蓝本”一样，既可以

总结原有经验，又可以扩充新的经验，因此，文学作品的阅读

也是丰富文学语汇经验的必要途径。

3.3 多线性表达，拓展幼儿运用文学语汇的机会

运用是语言能力最好的“历劫”，幼儿文学语汇经验的发

展也是一个积极表述、主动建构的过程，在幼儿对文学作品的

词汇以及修辞手法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幼儿通过动作、

绘画、语言等多种符号形式，将自己对作品词汇的理解和想象

表现出来，并与同伴、成人进行交流和分享，锻炼口语能力的

同时，也让幼儿用独特的“书面”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感知和体

悟，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支点下拓展文学语汇的运用机会。

总之，“积极体验式”幼儿文学语词经验的建构应该是在

事件中、在情景中，基于幼儿的表达需要，源于对文学描述的

热爱，引导幼儿多感官参与体验、多渠道积累经验、多线性交

流运用的过程，在用文字来表达感悟和所观察的生活细节的

同时，不断扩展文学语汇经验，提升早期文学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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