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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fa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Thailand, more and more Thai children grow up in a triling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nglish and Thai, and learn three languages "in their mother 

tongue". Through the author's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five Thai children during his 

tenure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bilingual 

environment of Thai and English, the Chinese acquisition of Thai children is of great 

research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Chinese, Thai,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est data 

analysis summary, explore in Thai/English bilingual environment, Thai children 

Chinese language skill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to explor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thre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relative 

Suggestions to Chinese teachers, Hope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for children i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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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面对泰国幼儿多语言教育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泰国幼儿从小就

在中、英、泰三语学习环境中成长，“母语式”学习三种语言。通过笔者在泰

国国际幼儿园任职期间对五位泰国幼儿的长期观察，发现在泰国泰英双语环境

下，泰国幼儿汉语习得情况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汉语、泰语、英语

语言技能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总结，探究在泰英双语环境下，泰国幼儿汉语

语言技能习得发展情况，探寻汉语教师在幼儿三语同时习得环境下进行汉语教

学存在的问题，并向幼儿汉语教师提出相对建议，望促进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

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关键词：多语言教育；幼儿汉语习得；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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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本研究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语言学习是世界上 广泛的，但值得注意的是，

汉语普通话的使用者和学习者仍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大陆，在此背

景下东南亚国家大力支持并实行多语制[1]教学（母语－英语－汉语）。泰国曼谷，

是亚洲 具包容性的国际化大都市，而泰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和中国在东盟国家中

第三大贸易伙伴，自 19 世纪中叶开启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以来，泰国开展了以

多元化为显要特征的基础外语教育，由此推动了泰国学习者多语习得教育的个性

发展，对当代泰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泰国 早出现的以学校

为组织形式的汉语课堂可追溯至曼谷王朝拉玛四世时期（1851-1868），当时由

一位名叫 Sinsaaki-eng Qua Sean 的华人教师在一所寄宿学校为华人及华裔子

弟用汉语授课。当时，汉语是作为学习其他学科的授课语言，尚不能算作一门独

立的语言学科。到曼谷王朝拉玛五世(1868-1910)后期，由于辛亥革命民族理念

的传播和其他政治原因，泰国华人爱国情怀高涨，纷纷仿造中国国内创办华文学

校，用于传播中国文化、宣扬革命思想。那一时期华文学校数量出现了较大的增

长。但是，（罗苏春，2015）华文学校在泰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10 年起，

泰国政府开始对华文学校的汉语课进行较为严厉的管制，包括对汉语课课时、汉

语教材、汉语教师等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到 20 世纪中期，为获得更大生存空间

和发展机会，泰国华文学校开始按照泰国政府相关法规进行注册，改变了长期以

来以汉语作为授课语言的教学方式。从此汉语教育在泰国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

科开始存立在泰国教育体系之中。 

泰国幼儿的语言学习越来越国际化，在泰语为母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和汉

语两种语言为教学教育重点的国际学校越来越多。泰国曼谷国际幼儿园学校的起

步在亚洲国家算是比较早的，据文献参考 早的国际学校于 1951 年建立，但是

其教学语言是英语，教学模式是美式课程。直到 1995 年泰国第一所使用英文、

泰文、中文教学课程的双语国际学校建立，越来越多的双语国际学校逐渐发展起

来，国际学校通常 小接受2到3岁的学前班、幼儿园学生，也有如Kids Kingdom、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的学校招收 小年龄为 18 个月的孩子。经过资料

整理和文献查阅结合笔者自身在泰国幼儿园任教的经历得出，泰国幼儿园的课程

除了有传统的泰文、数学、科学、体育外，在个别国际幼儿园还设有，游泳、音

乐、芭蕾、跆拳道、电脑课等新型社会综合课程除此之外还包括当地文化的特色

内容，更有多数学校推行外语（英语和汉语）教学。虽然汉语教学比英语教学开

设时间短，但从目前泰国幼儿汉语发展状况来看，幼儿园对汉语教学发展的重视

程度不亚于英语教学。在泰国国际学校逐渐增多的教育背景下，笔者有幸在刚毕

业的情况下到了泰国曼谷某国际幼儿园担任幼儿汉语教师一职，至今已经进行汉

                                                        
[1] 多语制（英语：Multilingualism），指社群或个人，使用两种（亦称双语）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现象。世

界 90%以上的人民处于双语或多语社会中，或日常使用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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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工作四年多，所面对的汉语教学对象从专职工作的 3-6 岁学龄前幼儿至兼

职工作中已经上高中的青少年，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在国际学校学习，接受西方

文化的开发模式学习，遵从东方教学教育模式。在实际教学中，本校是以幼儿语

言教育为主，在泰语为母语的基础下全面发展幼儿的英语和汉语听、说、读、写

四方面语言基础能力，教学方式以东西教育教学方式相结合为辅助，学习者是

3-6 岁学龄前幼儿。 

对于学龄前幼儿语言习得多元化的应用研究已经有较大的发展，本研究从本

校幼儿为研究对象出发，笔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基础上，

通过分析对比中英泰三种语言在幼儿汉语语言技能学习中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在此但愿本研究能够为其他在泰国进行幼儿汉语教育的教师提供一些有效的教

学经验指导和汉语教学资料分享，希图能为今后对三语或多语同时习得环境下幼

儿汉语教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素材,共同为海外幼儿汉语教育的推广发展前

进尽绵薄之力。 

综上所述，泰国幼儿语言学习环境是多元化语种的国际环境，泰国幼儿多语

习得呈现幼龄化的特点。而目前泰国幼儿汉语教学教育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泰国

幼儿汉语教学研究主要在语音、词汇、语用、、语法、教材、教学方法等各方面

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三语环境下泰国曼谷地区的幼儿

汉语语言技能习得现状，和幼儿同时进行三种语言学习时使用汉语和使用其他两

种语言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对泰英汉三语环境下幼儿汉语语言技能及听、说、

读、写能力习得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二、研究意义 
根据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强烈支持：幼儿有先天的语

言能力，促进或约束语言学习，且 3-6 岁是幼儿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所以多语语

言学习呈现幼龄化。就此本研究从在同时进行三语(泰语、英语、汉语普通））

习得的语言环境下，对泰国 3-6 岁幼儿汉语语言基本技能即听、说、读、写四方

面习得的状况进行研究，探索研究泰国幼儿在三语或多语同时习得的语言环境

下，幼儿如何高效率低失误的掌握汉语语言基本技能，对泰国幼儿汉语教师在教

学中出现的高频问题提供有效帮助从而使提高幼儿汉语学习的质量，希望对在泰

国进行幼儿汉语教学的教师给出有效的教学新思路，促进其汉语教学规范化。 
本研究的研究意义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双语环境下对泰国幼儿汉语习得的基本技能即听说读写进行测试

分析，探究幼儿汉语学习的情况，加强幼儿汉语在多语环境中的独立性与特殊性。 
第二，提高幼儿汉语教师教学质量，帮助泰国幼儿汉语学习更快地适应和融

入汉语课堂，提高学习效率。 
第三，培养泰国幼儿多语言习得的心理及文化意识，树立幼儿汉语语言习得

的学习习惯和使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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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研究选题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一、三语习得研究现状 

(朱效慧、赵忠德,2010)第三语言的习得,Jorda 指出“三语,是一个总体概念,
并不确指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数目,而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L1)和已经掌握的不

完善的第二语言(L2)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2]。而早期的三语共同

习得研究的开展是以二语习得研究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始发展的，它可以参考二语

习得研究的很多成果和方法结论，但是研究者不能只停留在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

之上，因为三语习得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和习得现象是无法用二语习得理论来

解释和应付的。由于三语习得研究范围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

故本综述在此就三语习得的跨语言影响部分、三语习得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三

语习得问题研究 3 个方面对其涵盖的话题进行总结分析。 
(一)三语习得对跨语言习得影响的研究 

普遍认为，当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双语者学习三语比单语者学习二语更有

优势（Sanz 2000；Cenoz 2013）。Cenoz（2013）总结了双语者学习三语时的优

势：双语者跟单语者相比，因其先前的语言经历而在认知层面更胜一筹，更具元

语言意识，也更懂语言学习策略。然而，与此同时，三语者语言体系中 3 种语言

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二语者的语言体系更为复杂。对三语同时学习的学生而言 3
种语言之间的跨语言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语和二语在三语习得中发挥的影

响作用。 
国外的研究学者在三语习得研究中发现，3 种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

语音、词汇、语法和生活中使用度 4 个方面。在语音方面，Simon & Leuschner
（2010）通过比较被试一语（荷兰语）、二语（英语）、三语（德语）中爆破音

/p/t/k/b/d/的 VOT 值，证明了二语在三语语音中的正迁移。词汇方面的研究多探

究三语者的心理词典中的语言联系模式。如 Duyck et al.（2008）的研究结果表

明，二语（英语）掩蔽启动词（masked word prime）可以促进一语（荷兰语）到

三语（法语）的翻译，由此可见，在心理词典中一语到三语间的二语词汇语义映

射（lexio-semantic mapping）。Klein 通过对比验证多语言习得者在词汇和句法

学习中要远远胜出二语习得者，认为多语言习得者具有多语言意识并有利于驱动

普遍语法习得；Cenoz 等（2001）在调查研究多种西方语言组合中的跨语言影响

的基础上指出：在三语习得中，学习者的母语在心理类型上与目的语越接近，越

有可能发生语言迁移[3]。 受学界关注的是语法方面的迁移（Carvalho& Da Silva 
2006；Garcia Mayo &Slabakova 2015；Hermas 2015；Rothman2011）。三语习得

中的语法迁移可源自一语或二语。例如，Hermas（2014）发现被试三语（英语）

限制性关系从句的产出受一语（阿拉伯语）的负迁移和二语（法语）的正迁移影

响，而低水平的 L3 习得者更多依赖 L1 的迁移（Ring－bom2001），随着学习

者 L3 水平的提高，L1 对 L3 学习的影响逐渐降低。并且母语和第二语言的水

                                                        
[2]朱效惠,赵忠德.外语专业双外语人才培养——基于反馈调查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 年第 2 期 14-18
页. 
[3] Cenoz，J.，Hufeisen，B.&Jesssner，U.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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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熟练程度也是影响第三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4]。 
国内的三语习得研究情况是在近十年逐渐兴起，其跨语言影响的研究则高度

集中在 3 种语言的词汇在心理词典中的词汇加工和语义表征（崔占玲、张积

家,2008；热比古丽·白克力, 2011；范琳、李绍山, 2013；王瑞明,2010）。例如，

(范琳、李绍山,2013）的实验证实了一语为汉语、二语为英语、三语为日语的被

试在 3 种语言进行转换时存在抑制加工。(崔占玲、张积家,2008）通过实验指出，

被试的三语（英语）和一语（藏语）词汇语义之间没有直接关联，需要通过二语

（汉语）产生联系。国内研究还提出，后掌握的三语对先掌握的二语也会产生逆

向影响（倪传斌、张之胤, 2011）。（束定芳、庄智象，1996）通过研究发现，

精通双语者能显示出认知的优势和概念形成的优势，具有较强的语言分析能力，

能从多种语言角度看待语言现象，有助于形成语言运用意识。这验证了若 L1 和 
L2 的习得能力强，则 L3 的习得效果优良[5]。 

三语习得研究理论是在借鉴二语习得研究理论结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

成的，三语习得涉及的跨语言影响极其复杂,与二语习得有很大差异。正如

（Cenoz ，2001）所指出,三语习得不仅受到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接触等

宏观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其中的跨语言影响也受到学习者的年龄、性别、学习

风格等个体因素以及言语交际的语境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在（Hoffinan,１９８５）

等研究了三语习得在成人及幼儿中的不同，研究指出幼儿在三语习得方面有着较

成人更高的同步性[6]。探究低龄幼儿三语习得研究具有更多的阻碍影响，但是这

一领域值得对外汉语教师深入探索，期待为对外学龄前幼儿的汉语教学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教学帮助。 
(二)三语习得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研究 

三语教育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教学

法等多个学科都存在交集，与语言态度、身份认同、语言政策制定、社会公平等

密切相关。并且王资（2016）三语习得的研究能反映学习、教学中的现象和问题，

从而给教师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等语言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教师能

力等方面产生借鉴意义。 

学者 Darquennes(2013) 将多语教育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多数人口的多语教

育、少数民族人口的多语教育、一个国家内移民人口的多语教育和为少数富裕国

际化群体如政治家子女服务的多语教育。因此，按照不同群体的需要，将三语习

得理论与教学相结合，推出更高效的三语教学模式十分重要。三语教育研究关注

三语习得研究理论成果对三语教学实践的启示，其中包括部分国家少数民族语言

地区的国语和英语通用语教育（孙瑞霞 2013; Wu 2017）以及国语地区的英语通

用语或其他第三语言的教育（Cenoz&Etxague 2011）。Hermas（2015），对学生

的语言背景进行档案记录，以充分利用他们已习得的语言、已掌握的元语言知识

                                                        
[4]徐锦芬, 杨柳.三语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研究述评.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J], 
2019 年第 3 期第 32-44 页. 
[5]束定芳, 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 理论、实践与方法[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6] Predictors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Recurrence In Patients Receiving HbigImmunoprophylax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t). F Villamil. S Roiter, M Kuhns, A McNamara. G Woolf. L Podesta. L Sher, A Hoffinan. R Lopez, 
L Makowka, J Vierlin . Hepatolog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Programs,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UCLA, Los 
Angeles, CA and Abbott Laboratories, Abbott Park, IL[J]. Hepatology,19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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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学习策略来促进三语水平增长（Jessner，2008b）。在课程设置方面，教

育政策制定者首先要确定多语课程的教学终极目标。教学目标需要根据语言教育

政策制定，如欧洲的 EHEA 项目（Cenoz，2009）。其次，确定三语教学的媒介语

言也是重要任务。具体教学媒介语言的选择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决定。不过，

语言教育工作者若要改变现有教学媒介语言，需要调整现有教材或者重新编写教

材（Cenoz,2009）。语言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在设置三语课程时加入更多有趣的元

素以消除文化刻板印象（Dewaele，2002）。（倪传斌、张之胤，2011）建议在

教授三语的同时，教师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二语（英语）磨蚀以维持三语学

习者的二语水平；吴白音那、文秋芳（2015）提议可以恰当地在英语课堂上使用

民族语和汉语；（朱效惠，赵忠德，2016）以某外国语学院双外语方向学生为调

查对象 , 对双外语培养模式、第二外语课程设置及教学、双外语教学效果等方

面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后发现该学院双外语办学模式取得预期效果但仍需调整课

程设置及课时安排等[7]。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应该意识到三语习得过程中语言

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主要体现了三语教育相应的语言教教育策略及三语教育理

论在三语习得中是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在三语教学环境中进行语言教学的教师应该有相对应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这将有助于三语习得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维持语言和文化的多

样性。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效率和减少在语言学习中的

错误。介于三语研究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学龄前幼儿，对三

语习得中汉语学习的影响也会综合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心理差异所造成的影响。研

究幼儿早期接受三语习得教育，是否会为幼儿建立良好的语言基础和语

言技能应用。 

 

二、国内外学前幼儿多语言习得发展研究现状 
(一)幼儿语言学研究现状 

近 20 多年以来，幼儿语言习得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跨学科的研

究领域。科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深入到了幼儿发展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与多个

学科包括医学，生理学，社会学，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相结合的局面。

（Pinker ，1994）称幼儿的语言习得能力为“语言本能”：语言的习得不是通过

任何人教授而来的，甚至不是幼儿努力学习的结果，语言习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人类天赋的语言习得潜力。美国的心理学家（B.F.斯金纳和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

等人）对幼儿语言习得提出行为主义理论：他们用刺激—反应的理论来解释和分

析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本质，认为语言是外界刺激和幼儿对其产生的外显行为反应

相联系的结果。对刺激的正确反应，经过反复模仿，不断强化，就会变成习惯[8]。

语言就是习惯的总和。而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从普遍语法和天赋说的角

度，强调幼儿语言可习得性和语言习得的共性。他关于天赋的习得机制和幼儿能

自觉地发现语言深层结构并使其生成表层结构的论述，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

响。著名的心理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E.H.列奈伯格，1967）认为，对语言规则

                                                        
[7] 朱效惠,赵忠德.外语专业双外语人才培养——基于反馈调查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2):14-18. 
[8] 吴菲.斯金纳行为主义语言习得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期刊网[J].《赤子》杂志.200 1 年第 6 期.2001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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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觉、分类以及与语言习得机制相关的能力等都是由生理决定的。(cognitive 
theory)英国认知心理学家克拉克认为，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只有在环境的作用下

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 9 ]。行为主义的代表人斯金纳 (Skinner)在《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1957)一书中认为先天语言能力是认知能力的反应，幼儿的语义

习得受制于认知能力的发展。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奠基

人，他认为幼儿所具有的心理功能决定他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并向环境学习，幼

儿的习得机制与环境相互 作用产生了语言。认知论和天赋说都认为语言习得是

创造性的，是受制于规则的心理过程，而绝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伦敦学

派的社会语言学家韩礼德向语言本体论挑战的是功能理论，韩礼德把他的研究称

为“有机体之间”(interor-ganism）活动的研究，而把天赋说的研究领域称作“有

机体内部”(interor-ganism）活动的研究。功能派的语言习得理论刚刚兴起，但

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有与天赋说和认知论平分天下的发展趋势。 
(二)幼儿语言习得发展过程 

大部分研究者把幼儿语言发展的阶段分为独词句阶段、双词句阶段、电报句

阶段、简单句阶段、复杂句阶段。我国有关的研究者基本上也都按照这种划分开

展研究。学者吴万化（2011）对《幼儿语言习得与发展》[10]一书的评述中得出结

论，幼儿在习得语言过程中所展示的“超然”能力。幼儿具有如此之“超然”能

力，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和其一系列的组合系统，幼儿需要做的是在自然语

言中进行归纳和总结其语言规则： 
幼儿语音的习得（acquisition of phonology）首先需要幼儿在听到的自然语言

材料中来对自然语言进行分解（deformation），幼儿说话之前已习得语言超切分

（suprasegmental）的能力。作者的解释为幼儿生来具有的能力，即语言技能

（language faculty）。 
幼儿对于句法的习得在（acquisition of phonology） 的研究理论中表明，幼

儿在开始说 初的几个词和一些简单的句子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对于大量他们

所听到的语言进行解码，他们已经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他们对于语序的敏感表

明幼儿所具有的语法敏感度。幼儿语言是从成人语言的不完全的模仿习得的，幼

儿语言本身形成一个完全的语法体系，而普遍语法原则指导语法的习得。 

语义的习得要求幼儿必须：(1）把自然地随文化演化地语言所发出的声音分

割成词汇。(2）把词汇进行分类。(3）把思维和语言进行连接。(4）知道词汇和

句子可能会有歧义。(5)习得词汇和句子的心理表征。(6)组合句子的各个成分结

合体现出句子的意思。(7）明白词汇本身以及词与世界的关系。(8)决定词与世

界的所指关系。(9）对于词和句子的语境进行系统复杂的运算得出意义。同时还

需要把听到或说出的句子和语言行为相联系。 

而根据对许多学者[11]的幼儿语言习得研究文献整理发现，相继对幼儿的语

言发展进行了追踪研究，幼儿语言听读和口述交流能力的研究发展也得到了重

视。国外的很多文献研究证明了幼儿的语言具有创造能力，例如,费尔德曼

(Feldman)，歌德温.密德（Goldin-Meadow），及歌来曼（Gleitman,1978）等出色

                                                        
[9]寇惠岩.浅谈儿童第一语言习得与成人第二语言习得[J].北方论丛,2002(5). 
[10]儿童语言：习得与成长，作者 Barbara Lust 是美国 Cornell 大学人类发展系的教授，她建立了 Cornell 大
学语言习得研究实验室，是一位资深幼儿语言研究专家。 
[11] M.Braine,W.Miller,S.Ervin,L.Bloom,R.Brown,H.Clark&E.V.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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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对聋哑幼儿语言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结论。近 20 年来，幼儿语

言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了以传统方式继续探讨幼儿语言在语音、词

汇、语义、语法、语用等语言基本方面的习得、发展情况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建

立统一格式的幼儿口语语料库以此作为观察幼儿语言发展的重要依据。根据

Michael Tomasello (1992) 早期句法发展解释中，幼儿所说的话均来自所接触到的

语言输入，语言学习和成人针对幼儿所说的保姆式语言与幼儿日生活情境紧密相

关，幼儿的早期句法结构比人们预想的要具体、有限得多。 
 并且在国内，华东师范大学幼儿语言研究中心利用国际幼儿语言资源交换

系统 CHILDES（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开展了有关汉语幼儿

语言发展和教育的研究，尤其在幼儿语言运用能力、语言交流行为方面有所进展，

逐步与国际接轨。李宇明的《儿童语言的发展》是立足语言学领域的一部幼儿语

言学著作，其目的就在于研究幼儿语言发展本身，该书充分利用汉族幼儿语言发

展的材料，比较全面、细致地刻画了幼儿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语音、词汇一语义、

语法、语用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并紧紧围绕语言学这一中心，引介述评幼儿语

言研究历史、幼儿语言发展基本理论，探讨幼儿语言发展的阶段性和顺序性等，

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幼儿语言学[12]。 
 综上所述，学前幼儿语言习得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心理认知和幼儿个

体发展的过程，也是幼儿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幼儿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密切联

系而又具有习得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幼儿语言习得无论在单语环境还是多语环

境都是可以通过外界启发、疏导、情境创设等外界因素进行激发和促进，继而对

幼儿语言技能认知领域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幼儿的其他学习认知的发展。 
(三)学前幼儿双语或多语习得的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幼儿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两种

或多种语言，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成功地习得不同的语言，成为双语者或多语者。

幼儿学习外语的年龄、其母语对学习外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身处的内在动力及外

在环境，均会影响幼儿对外语学习的效果。而对于学习外语，过往有不少学者对

学习是否存在 佳年龄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上世纪60年代，（伦尼伯格Lenneberg）
提出了语言学习有临界期假设。其后，有多个研究就“ 佳年龄”问题进行了更

深入的探索，其中，（科利尔 Collier，V.1987）在美国调查，名外国移民和美国

少数民族学生在掌握英语的表现，发觉八至十一岁的幼儿学习英语 快。而梅伊

斯特认为年龄较小的幼儿越早进行语言学习其语音模仿能力强，具有更好的灵活

性和语言学习的自发性，从而推断第二语言学习有一个 佳年龄。 
关于“幼儿多语环境下的语言习得研究”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的语言环境研究

下，对学龄前幼儿进行双语研究有较多的研究文献。例如，美国语言学家 Leopold 
的女儿从出生开始就沉浸在德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中，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其

结论是：不论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早期的双语学习经

验对幼儿具有积极的影响。按（Paradis 和 Genesee，１９９６）说法，双语的环

境下习得语言的幼儿同单语环境下的幼儿相比较，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更大。假设

两种语言的输入量是同等的，那么双语幼儿的语言输入就要分成两半，所接触每

种语言的时间减少，因此，双语幼儿习得语言的时间需更长。而国内学者吴万华、

                                                        
[12]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单兴缘《宏观汉语环境下幼儿汉英双语习得的可能性分析》（2010）从语言习得

关键期理论、非地道言语输入与儿向的言语特点和“一人一语”[10]的双语输入

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对生长在汉语环境下的中国幼儿输入地道的汉语的同时也输

入非地道的英语从而养育英汉双语幼儿的理论基础及可能性。  
但是对于学龄前幼儿多语言环境下共同习得的研究比较薄弱，所以部分研究

者把多语学习者语言习得分门别类。例如，根据霍夫曼（２００1）的分类，多

语学习者可以从家庭环境和社会语境两个角度分为以下五个类别：（１）幼儿成

长在双语家庭并且和周围社区所使用的语言不同；（２）幼儿在双语社区长大，

这两种语言和家庭所使用的语言不同；（３）掌握双语的人在学校环境下学习三

语;（４）讲双语的人通过移民成为三语者;（５）在三语环境中长大的人。

BarryMcLaughlin（1978） 研究得出的结论：同时习得的幼儿在三岁之前同时习

得两种语言时，语言习得的发展路径和单语幼儿习得一种语言的发展路径是相同

的。而国内学者候素云、袁爱玲（2010）根据神经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婴

幼儿多语言环境创设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一人一语”原则、关键期原则和自然

学习原则，介绍了可操作性极强的研究方法[13]。  
综上所述，分析幼儿二语或多语的研究可以根据幼儿语言心理发展、幼儿语

言接触的环境、习得语言文化背景和影响语言习得与教学等因素进行研究。并且

幼儿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一种或两种语言的影响，而语言类型的相似

程度、语言距离的远近以及学习者使用不同语言的频率都是影响语言习得中不可

忽视的因素。幼儿的年龄较小对多语的习得与成人又是截然不同的。笔者的研究

对象正是年龄小，在多语环境下学习，所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语言学习者，针对

此情况，本研究希望能够发现更多在多语环境下幼儿语言习得规律和习得特征，

以求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四)泰国国内学龄前幼儿汉语教学现状研究 
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研究数量与研究方式的日渐丰富，对幼儿汉语教育在泰

国推行的参考文献也是逐渐各有千秋。（程爽，2008）通过对比实验，对泰国幼

儿汉语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提出符合泰国幼儿特性的课堂教学建议[14]。(姚
媛,２０１２）使用调查方法分析关于泰国国家汉语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况、课程

安排、课外汉语活动、汉语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她通过调查，发现泰国幼儿园汉

语教育存在如下不足：教师数量不够、教材和读物不适合泰国幼儿、幼儿园汉语

教育的硬件设备不完善，另为改进泰国幼儿园汉语教育提供了建议[15]。(袁
柳,2013）将对泰学龄前幼儿汉语教学定位为启蒙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主，

汉语教学内容应多为日常常见的生活用品词汇，汉语技能以培养听说为主，设计

灵活多趣的课堂活动，寓教于乐。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原则，结合语言学、

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初步探讨了对泰学龄前幼儿中文教学的基

本原则，并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提出对泰幼儿汉语教学建

议。(吴凡,2016）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指导教学，探索更具科学性的、符合泰国

                                                        
[13]OPOL 是 One Person,  One Language 的缩写，汉语翻译为“一人一语”，这个概念 早是由法国语言

学家 Maurice Grammont 在 1902 年提出。他认为如果幼儿从出生开始就接受两种不同的语言输入，可以使

幼儿成长为熟练的平衡的双语者。 
[14]程爽.基于对比实验的泰国儿童汉语教学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08. 
[15]姚媛.泰国幼儿园汉语教育现状调查分析[D]. 广西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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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特点的语言教具。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着重发展

主题式汉语教学;(唐子雯,2015）以泰国幼儿为研究对象，从汉语特点、学生学习

动机、汉语教学环境等方面总结泰国幼儿汉语教学的现状，提出遵循“目的性、

趣味性、灵活性、直观性、全面性”原则的游戏教学法[16]。(邱西丽,2015）仔细

分析了泰国学龄前幼儿汉语教学现状，她也认为对泰学龄前幼儿汉语教学应以启

蒙和兴趣为目的，以主题词汇为主要教学内容，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

了“主题式词汇教学”法在对泰幼儿汉语教学课堂中的适用性。(江明霞,2017）
发现幼儿在情绪情感上依赖自身兴趣爱好去感知事物，喜欢接触新奇、新鲜的东

西，她认为在对泰学龄前幼儿汉语教学中，教师、教材、教法都存在些许问题，

而且正是这些问题导致幼儿对中文产生畏难、排斥情绪，严重影响对汉语的学习

兴趣。针对这一状况，江明霞从激发学生兴趣角度出发，在师生关系上，通过距

离和交流上的改变来融洽师生关系；在教法上，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采用不同的

教学形式去吸引学生的注意，通过设计趣味性的课堂作业去调和学生的学习方

式，让他们能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激发并提升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这种从师生情感、课堂方式、趣味作业等方面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的方法，

使幼儿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多样化，提升幼儿对汉语的学习情绪，提升汉语水平和

能力[17]。（黎贞，2015）认为词汇教学在对泰幼儿汉语教学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没有有效的词汇教学，就没有成功的幼儿汉语教学。词汇量积累是为泰幼儿汉语

习得及使用的 基本语言基础[18]。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众多学者对泰国学前幼儿汉语教学的研究文

献，对本文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帮助，给本文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料，但是笔者认

为泰国学龄前幼儿汉语学习的研究还存在广泛的空间，需要在幼儿汉语学习环

境、学习目的和幼儿汉语学习认知、不同社会文化影响等因素下找出极具针对性

且行之有效的适合幼儿汉语学习的汉语教学方法，所以对幼儿汉语教育教学还需

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而对于泰国学龄前幼儿泰语、汉语、英语同时教育

教学的幼儿园较少，本研究在泰语、汉语、英语同时教育教学的环境下探究分析

泰国学龄前幼儿进行汉语学习的规律和汉语习得状况，总结在幼儿语言发展重要

阶段幼儿的汉语学习也应该具有相对应的教学方式，这样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

教学效果，才能减少幼儿习得汉语时其他语言汉语学习的负面影响。 
 
 
 
 
 
 
 
 
 

                                                        
[16]吴素华.汉泰语修饰语的类型学研究及教学策略[D].厦门大学，2014 
[17]江明霞.激发泰国幼儿汉语学习兴趣方法研究[D].云南大学，2017. 
[18]黎贞.对泰幼儿汉语词汇教学案例分析[D]. 云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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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论文选题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内容、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 

 
一、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质性研究法和文献资料法两种：   
(一)质性研究法——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研究: 
观察与测试：本研究利用笔者在泰国国际幼儿园担任幼儿汉语教师的机会，

观察、研究和分析 1.8 岁-6 岁幼儿汉语语言技能习得的特点及出现的问题，笔者

会对教学对象的性格特征、学习态度和汉语水平进行初步的判断，在教学过程中，

笔者根据幼儿汉语测试数据整理分析其学习效果。再进行研究、分析测试效果，

调整本人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提出针对教学对象的科学的教学原则、趣味性的教

学建议。 
教学实践经验描述：本文通过对相同年龄、相同语言学习背景的幼儿进行语

言教学，并且每个月对学习者进行教学测试以提供有效的论文参考数据。对教学

测试结果总结的不足点找出对应的教学解决方案再进行教育实践，从而提出更适

用于泰国幼儿汉语语言教育的高效教学策略。 
(二)文献资料法 
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外文期刊网等数据库，查询相关硕士、博士论  

文，对以往有关幼儿语言认知习得特点、第二语言汉语教学、多语环境下幼儿汉

语教育、泰国儿童第二语言教学以及泰国汉语教学情况的文献进行 收集、整理

和客观分析，使自己能清晰认识目前学界对幼儿汉语课堂教学的研究情况，力求

使本研究更趋合理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以幼儿三语习得教育背景下对泰国幼儿汉语语言基本技能及听、说、读、

写字的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一)现象分析：泰语、英语习得对幼儿汉语语言习得现象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析。 
(二)方法探究：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能力习得发展测试与习得情况探

讨。 
(三)理论总结：探索多语环境下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提出相

对的解决方法。 
 
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以泰国某国际幼儿园幼儿为研究对象，在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

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语言基本技能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为语言培养目标，

通过实验观察和测试 相结合的方式对泰英双语环境下学龄前幼儿汉语学习进行

探索，探析泰国学龄前幼儿在泰英汉三种语言环境下的汉语习得情况，以便更好

地进行汉语教学。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泰英汉三语

共同学习环境下，对幼儿汉语习得产生什么影响；(二)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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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读写习得规律是什么？(三)汉语习得中出现的不同的影响对幼儿汉语语言

习得产生什么结果？(四)幼儿汉语教师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优化汉语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 
 

第四节 论文研究的创新性、预达到的研究结论、研究进度安排 

 
一、论文研究的创新性 

本研究通过笔者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对泰国学前幼儿在泰语、英语、汉语

三种语言同时习得的环境下观察，研究分析泰国学前幼儿对汉语语言听、说、读、

写四方面技能的习得与使用情况规律。笔者将从幼儿语言习得与幼儿多语习得认

知理论基础出发，对泰国学前幼儿在多语环境下汉语语言技能习得现状进行相应

论证。本研究以泰国某国际幼儿园为个案，综合运用文献法，实物收集以及笔者

自身的教学观察和总结，再结合选定的研究对象语言考试材料得出研究结果，这

是时间与经验的积累。 后，总结研究结果助力于泰国幼儿汉语教师教学方式的

提高和改善。其主要创新点表现在本研究领域是幼儿的三语语言习得环境,在这

方面的研究文献是匮乏的，本研究可扩宽幼儿语言习得环境的研究领域。本研究

在继承前人理论发展幼儿汉语教育的视角上，从幼儿语言习得与幼儿多语习得认

知理论出发，对泰国学前幼儿在多语环境下的汉语语言技能习得现状进行相应论

证。 
 
二、本选题预期达到的研究结论 

预期达到的目标： 
(一)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语言技能被其他二语受到的影响是正方向发

展的； 
(二)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听说读写习得技能主要是由教师引导，学生

学习能力的个体差异牵制； 
(三)英文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和泰文、中文严管有趣的教学方式对幼儿语言

学习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又有各自的领域特色。 
 
三、本选题研究的进度安排 

研究周期预计为本校学生学习期两个学期共 6 个月：第一学期 2020 年 7 月

至 9 月；第二个学期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研究对象是：3-4 岁学龄前幼儿为观

察对象，5-6 岁为分析对象。计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明确研究内容，选定研究对象，设计研究方案。 
(二)初步阶段：按照教学设计对研究对象进行汉语教育，从汉语学习中的听，

说，读，写四方面进行汉语语言技能教育。 
(三)展开阶段：每两个月结束后研究对象进行阶段性测试和评估，观察研究

对象的语言习得情况并记录，根据研究对象语言习得进行计划配合调整，部署下

阶段工作。 
(四)总结阶段：收集和整理测试观察结果，总结研究现象，完善研究理论框

架，撰写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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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曼谷 Triple Trees (Trilingual) 国际幼儿园幼儿语言

教育现状情况描述 

 

第一节 幼儿泰语、英语、汉语习得环境 

 

由于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国际化的程度很高，每年都会有大批的世界各地

的游客，来到泰国生活几个月，外国人在这里生活起来较方便，各种政策也比较

好，在如此的社会环境引导下，Serene Trilingual Kindergarten &Triple Trees 
Trilingual Nursery（以下简称为：本校）创建于 2014 年，创建理念为：热情的为

2-7 岁学龄前幼儿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让他们健康有爱地成长，坚持树立家园

合作思想，本着尊重、合作的原则，在不同幼儿不同的教育方式上争取家长的理

解支持。本校的教育提倡多元化、以幼儿为中心的教育引导方法，使用创造性、

批判性思维和社交情感培养等新兴主题为教育理念。 
本校相信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然而，不同的天赋和能力是可以

通过正确的培养和引导在幼儿成长的过程来完善的。本校将为每个孩子提供成长

路上所需的语言基本技能，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并相信这些特征将

引导孩子在成长路上的成功。本校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特个体，尊重孩子自身

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本幼儿园，我们的教学体制采取的是英式和新加波式两种教育体制相结

合，主要以英文、汉语、泰语三种语言教育为主，其中语言教育的分别占比为：

英文、中文、泰语是 2:2:1，根据幼儿不同年龄分为四个不同等级的班，Nurseriy1 
幼儿低班（1.8－3 岁），Nurseriy2 幼儿高班（3－4 岁），Kindergarten1 幼稚低

班（4-5 岁），Kindergarten2 幼稚高班（5-6 岁）。平时简称为 N1,N2,K1,K2。
本校师资情况为汉语语言教育专业教师 2 名，泰文幼儿教育专业教师 2 名，英文

教师 3 名（2 名为菲律宾幼儿教育专业毕业英文教师，1 名英文为母语的英文教

师），为幼儿提倡“玩”中学，学中乐的语言教学体制。具体分布如下图 1-1： 
 

表 1-1 本校语言课程安排表 
 

 N1 N2 K1 K2 

周一 泰文 中文 英文 泰文 

周二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周三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周四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周五 英文 泰文 泰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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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同的科学教育科、实验活动探索、美术课（涂鸦画画）、英文数学课、

跆拳道、舞蹈、电脑、游泳和音乐，都是不同主题的教育教学。本校共有学生

41 名，每个班配一个当班教师和一个助教。每天早上到校第一件事是故事时间，

大家在一起做晨间运动、唱歌、聊天、跳舞、教一些礼仪，每天的主题是语言教

师轮流交换进行故事活动，然后才是课程。上课时间从早上八点三十、九点到下

午一点半、三点不等，下午三点以后有英文课、中文课、泰文课等三种类型的课

后班，学校会根据家长需求和学生自身语言学习情况进行选择，下午四点三十至

下午六点有延时的托管服务。 
本校的语言教学体制以语言基本技能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为中心，教师

的教学任务围绕这四个方面开展。本校语言教育的目标是为幼儿创设并建立自然

的、随和的语言交往环境，以鼓励和支持幼儿在校使用不同语言与教师、同伴学

习、交流，在家与父母分享在校生活情况，引导每个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不

同的语言，使幼儿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与交流者积极交流。家长与学校合作共同为

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语言环境，让家长经常和幼儿一起看图书、说有趣事情，

在家也能丰富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起到培养幼儿语言阅读兴趣习惯和对书籍的

探索欲，进一步引导激发全方面的幼儿学习兴趣。 
 

第二节 本校幼儿汉语习得基本情况 

 

一、本校汉语教学环境简述 
语言环境是幼儿语言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要承认家庭语言环境的

创造，对幼儿实施良好的教育，教师也要根据泰国幼儿的实际情况引导汉语学习，

及时给予积极的言语鼓励和对幼儿行为的支持，充分发挥学校和家庭的作用，给

泰国幼儿创造一个家园共建的汉语学习替代。本校是由泰语、英语、汉语学习为

主的教育教学学校，汉语教学在其语言教育中占较大的部分，本校校领导及幼儿

家长都是非常重视幼儿汉语学习。本校规定汉语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时，必须使

用正确的汉语发音教学，可以使用图片、视频、来帮助幼儿完全了解所学内容，

属于汉语半沉侵式教学。要求汉语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时让幼儿在无意识中习得

汉语，幼儿在参与课堂学习中逐渐熟悉、参与到教学环境，掌握所要学习的汉语

内容，也同时习得汉语语言。 
 

二、本校 1.8 岁-6 岁幼儿汉语习得阶段情况 
N1 幼儿：1.8 岁-3 岁幼儿的第一语言是泰语，对于英语和汉语幼儿首先习得

语言的听说能力。幼儿年龄小，入校之后的前两个月为适应期，在这个期间幼儿

需要慢慢的和不同的语言教师建立交流习惯，使幼儿与教师之间创造信任度，让

幼儿接纳除目的语之外的语言，并且教师需要了解幼儿的性格特征和语言发展程

度，在生活中教师需要明白幼儿表达的内容，幼儿模仿目的语语言教师的发音。 
N2 幼儿：3-4 岁的幼儿为 N2 班级。在 N1 目的语单词和简单句的积累和学

习，来到 N2 时目的语听、说能力已经形成，新的学习任务就是掌握目的语读、

写。本校对 N2 读写能力的教学目标是：（1）读简单的目的语句子或者字母；

（2）写关于目的语的基本语言要求。例如泰语，有家庭作业，课堂上需要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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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还有泰语数字；汉语，学习并书写汉语拼音声母和韵母、

汉语数字，还有简单的笔顺、笔画；英语，学习英语字母、英语数字的读音，上

英语数学课，英语电脑课。 
K1 幼儿：4-5 岁幼儿为 K1 班级。本校 K1 班级的幼儿在语言听、说能力方

面，本校幼儿的母语听、说能力发展开始稳定，趋于系统化，即开始局限于单词

量的积累和母语复杂句的理解。幼儿语言的听、说能力在有意识地进行发展，慢

慢地幼儿会有意识地,主动地纠正语言发音问题,正确对待语言地发音;在读，写能

力方面，因为泰语和英语是字母语言，幼儿可以读基本的语言字母，例如：I、
Is、The 等。对于汉语本校幼儿已经可以看图片读拼音字母，对于常见的形象汉

字幼儿也可以读出来。本校 K1 幼儿能够正确使用握笔姿势，能够独立完成涂色

任务，能够独立画出有形象的物体，例如：人体、太阳、月亮、山等。本校对

K1 幼儿目的语的教学要求是：（1）能够使用目的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2）
有意识的让幼儿掌握目的语的语音规则；（3）会正确辨认目的语字母并进行简

单的目的语拼读；（4）能够模仿教师书写目的语。 
K2 幼儿：5-6 岁幼儿为 K2 班级。这是幼儿在幼儿园的 后一年，这是幼儿

从幼儿园踏进小学前期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幼儿的语言学习逐渐成熟。本校幼儿

在母语听、说能力方面已经发展全面，喜欢挑战泰语难读的字母发音。对于目的

语的听，说能力测试已经进入到母语发展期，可以使用目的语与教师进行日常正

常交流。读、写能力基于稳定渐长状态，幼儿可以独立完成简单的字母拼读，幼

儿开始关注书写的美观。 
 

三、本校汉语教材和其他教辅资料情况 
教材是学习的纲目，一本好的汉语教材可以让其适用对象灵活的掌握、进步

飞速。合适的教材对幼儿汉语教学教材在泰国汉语的教学工作当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教材是确保教学目标实现的依据。本校幼儿从 N2—K2 开始使用汉语教

材，根据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本校有自编教材还有汉语教师自选的其他

教辅资料。本校的汉语教材第一类主要是以汉语为主的幼儿认知教材，此类教材

从各个方面帮助孩子熟悉和适应汉语学习，让泰国幼儿轻松掌握汉语语言特殊和

生活的有关汉语的基础知识，使幼儿更加自信地面对汉语语言学习，并为幼儿在

生活中使用汉语做好充分准备，如《幼儿认知综合常识》。第二类主要是幼儿智

力开发类书籍，本校根据幼儿年龄阶段的不同，为不同年龄段的幼儿选择不同的

思维开发类书籍，书中涉及到的内容有写汉语数字、迷宫、涂色、连线、绘画、

汉语单词等，例如：《Chinese IQ UP》 。第三类书籍主要是语言类书籍，通过

幼儿对汉语语言的学习和训练，使本校幼儿从入园开始具有 简单的中文听说辨

识能力，汉语教师教幼儿能正确书写汉字的基本笔画，使幼儿能从拼读开始到认

读汉字，培养幼儿从小说汉语、写汉字的习惯和兴趣，为接受后期汉语学习阶段

打下良好的基础，如《幼儿汉语》《Chinese Worksheet》《Chinese Character》《Chinese 
Pinyin》。根据以上汉语教材书籍分类，本校幼儿汉语教材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N1 是主题式教育，每月按照泰国、中国、美国的节日安排主题内容教学，

例如：泰国的母亲节月，当月安排四个教学主题：《我的家》、《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母亲节》。如无节假日月份，其教学主题是根据语言教

育主题进行编排，例如：《我自己》、《我的头、脚、手》、《我的五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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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幼儿汉语教学因为年龄小，汉语教学材料使用比较灵活，没有固定的汉语教

材，大部分教学用品需要教师自己准备和编排。 
N2-K2 使用汉语教材主要是由新加坡幼儿汉语教材和国内对外汉语教育专

业部分幼儿汉语教材。新加坡幼儿汉语教材按照年龄阶段选用的是从日常词汇、

句子教育和汉语拼音、数字等内容作为学习汉语语言的前提和基础，教材中每一

部分的编写均围绕一个主题，包括图片学主题单词导入、句子核心和延伸认知三

个单元：主题单词导入单元主要是让幼儿在学习句子核心单元之前，先学习主要

主题单词的听说技能以及理解句子核心单元的部分内容，从而减轻学习句子核心

单元时的负担；句子核心单元让幼儿在主题单词的基础上学习：读儿歌，认一认，

读一读；延伸认知单元是对幼儿进行强化练习，让幼儿进行汉语句子交流，训练

和提高幼儿语言能力。配套教材包括课本、图片、字卡、数码教学资源等。本校

使用的国内幼儿汉语教材是以书写为主的练习性教材：《笔顺、笔画》、《汉语

汉字偏旁》、《声母、韵母描一描》《拼音综合练习》、《基础汉字》等。 
其他辅助类教材是根据个别幼儿的差异性、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教材不

足问题、本校教材的超纲现象，从而选取其他不同的汉语教材来辅助完成汉语教

学，如幼儿绘本故事、自制汉字偏旁卡片，汉语拼音字母兴趣图，国内的书籍《美

猴王汉语》、汉语等级测试《YCT 系类》《HSK 系类》教材，传播中化文化类

的视频和手工书籍等。本校利用不同的汉语类教材对汉语教师教学进行有效的推

进和开展，使本校幼儿在快乐中学习汉语、无意中使用汉语，在幼儿学习汉语兴

趣的基础上，不断的让幼儿对中国文化、习俗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综合来看，本校的汉语教学教材相对安排比较合理，幼儿汉语教材是按照幼

儿的年龄不同和认知特点选择的，适合幼儿的汉语教材是教师和学生联系的媒

介，是幼儿获得知识的重要来源。而本校汉语教育是校方重点教学教育目标，坚

持在幼儿语言学习关键期为本校幼儿提供良好的、科学的汉语教育，幼儿家长与

学校教师配合施以适当的家庭语言教育，为本校幼儿学习需求设计和定制适合该

年龄阶段需要的汉语教育教学，通过幼儿对语言天生的灵敏性正确引导幼儿汉语

语言能力的发展，实现以下幼儿语言发展目标：掌握幼儿学习汉语语言的规律去

发展幼儿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在汉语语言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思维能力；在

幼儿汉语教学中，让幼儿从自身认知能力的基础上出发,遵从幼儿的语言发展能

力,教师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到语言的看、想、说等练习中，从而实现本校幼儿掌

握和运用汉语技能即听、说、读、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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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幼儿回答：爸爸。教师问：你喜欢苹果还是香蕉？幼儿回答：苹果。当幼儿

习想去厕所时，幼儿会说：尿尿；会说简单的汉语单词，例如：爸爸、妈妈、不

要、尿尿等；会模仿环境中的声音，例如猫、狗叫，汽车喇叭声等；使用词语表

达自己的意愿超过使用手势动作去表达；会称呼自己的名字；幼儿将自己会说的

词语进行组合使用，例如：老师跑、去喝水等。 
(二)3岁-4岁，在这个阶段由于幼儿听觉系统感知能力和口腔语言发声的调整

能力都还在发育和加强中，所以在汉语学习中会发现仍有不少幼儿不能准确的辨

别汉语、泰英语近似音，在语言出声时会有语言交叉使用的现象。幼儿基本掌握

母语语言的全部语音，但在实际说话时发音还不够准确，有些泰语字母部分幼儿

还不能够正确发音。目的语发音不准确，不能发出有些目的语单词或者字母的发

音，例如汉语拼音：：zhi、chi、shi、zi、ci、si、ne、le，把“丝”说成“是”，

“老师”说成“老子”。这主要说明幼儿期的幼儿生理结构发展还不能正确把握

语言发音方法也不可以找准声音发声部位。 主要的还是母语和英语于汉语的发

音不同对幼儿的影响。 
(三)4 岁-5 岁以后的幼儿，这个时期的幼儿能够掌握基本的汉语拼音的发音，

在拼读时会出现声调变调阻碍，影响幼儿汉语阅读，不影响幼儿汉语语音表达；

能够使用目的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幼儿会有意识的掌握目的语的语音规则；

幼儿会正确辨认目的语字母并进行简单的目的语拼读； 
(四)5 岁-6 岁，本校幼儿随着语言学习的积累能做到汉语发音基本准确、表

达清晰，幼儿能按照语句的主体思想和自己对汉语的情感,该阶段幼儿会有意识

控制自己的音调，幼儿可以正确地辨别出汉语声调的不同。在这个阶段幼儿会有

意识地发现自己的语言发音，而且对其他小朋友和周围成人的汉语错误发音，会

及时的进行指错和告诉他人的错误发音点； 
 
二、幼儿汉语词汇习得情况 

 (一)1.8 岁-3 岁，能够习得日常目的语 10-15 个词语。谢谢，再见，我爱你，

爸爸，妈妈等。常见名词词汇 20-30 个例如水壶、书包、汽车、飞机、眼睛、鼻

子等；能够习得一些常用动词，跑、跳、走，能听懂发出的短指令，用手势交流；

能够随教师念几句儿歌，会回答 简单的问题。在课堂上会回答问题或者复制教

师的语音，模仿教师的动作。例如：教师：你叫什么？你几岁了？你喜欢什么？

幼儿：我是 XX，2 岁，喜欢葡萄。 
(二)3 岁-4 岁，这个阶段幼儿掌握的汉语口语词汇 50-60 个，幼儿会看图说

简单的目的语句子或者字母，会说 5～6 个字的句子，如小鸟喜欢吃毛毛虫，我

是泰国人；可以识别 基本的几何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具有

时间观念，知道今天、昨天、明天，早上、下午、晚上；会分辨常见的颜色，红

色、绿色、黄色、黑色、白色；知道 25 个左右日用品名字，掌握各类主题词，

其中实词和名词比较多，房子、学校、铅笔、我的家、我的家人等；会说简单的

复合句，叙述经过的事，例如：XX 哭了，她想睡觉，她说她要妈妈，我不哭，

我很棒；会唱熟悉的汉语儿歌 4-6 首；幼儿会将习得的词汇使用到故事情景中或

者引伸到生活中，幼儿想要使用目的语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事情。 
(三)4 岁-5 岁，幼儿汉语词汇习得中实词量比较大，其中名词习得量大于动

词习得量，比较少的是形容词量；此阶段学生学习到的汉语口语词汇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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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 个，大多以动词、名词为主。而且是经常使用的,在生活中常见的,例如：

太阳、月亮、水壶、球、跑、走、跳、踢是在课堂、生活、家里常用的。这时幼

儿也有了使用汉语形容词的能力，虽然只分辨得出一些表明事物具体形象的词，

如高、矮、黑、白、胖、瘦、短、粗等，幼儿其他语言的影响运用起来也不够准

确。幼儿使用目的语的句子长度开始扩展，短语的使用量逐渐增加，含有 7～11
个词的句子是常见的。在目的语阅读中，当教师领读完故事内容再次回顾故事情

节时，幼儿能够独立的串联故事重要情节，简单描述故事中心思想。幼儿会使用

以下类型的词汇：连词，比如“当”、“但是”例如：我看见老师，当我妈妈送

我到这里； 描述复杂情感的词，比如“很难”、“不开心”、“高兴”；描述

大脑活动的词，比如“不知道”、“记得”例如：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但

是英文是......；描述物体方位的词，比如“在...中间”，“在...上面”，“在...
下面”,例如，我看见你的水壶了，在桌子上。 

（四)5 岁-6 岁，幼儿汉语的词汇量在年龄和学习积累中增加迅速并且在口语

表达中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幼儿语言的逐渐成熟，汉语口语词汇量有 150-200 个，

对于新词，新句感兴趣，对词意的理解更加深刻。如“玩具”“餐具”“交通工

具”等。概括性的汉语词语习得。例如餐具有刀，叉子，盘子等；能够正确书写

目的语常见单词或者汉字；幼儿的疑问词汇使用频率增高，常常会提出“怎么做”、

那是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等问题。幼儿的汉语表达能力有了显著的

进步，会清晰的、持续性的讲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有的还会加入自己的表情，讲

得有趣、逼真,例如“因为鸟有翅膀，所以会在天上飞”“如果下雨，我们就不

去公园玩了”等；幼儿能够使用与常见事物相关联的词汇进行量词记忆, 
如“一只手”“一个书包”“一头牛”“一个人”等。伴随知识学习的积累、对

生活中认知的扩张以及幼儿抽象逻辑思维和概括能力的发展,一些较为复杂的词

句和语法也开始有了阶段性掌握。 
 
三、幼儿汉语语句情况 

幼儿会在学习和积累一定的汉语词汇后，将这些已经习得的词汇按一定的正

确语用规则有合乎逻辑地拼凑起来使用练习，这样才能准确地使用汉语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陈述事物的能力,以掌握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目的。幼儿的汉语语句发

展主要表现在幼儿能够使用汉语完整句、复合句的出现、语句的复杂程度随着词

汇语言表达的提高，语言句型就会有所不同的变化、幼儿表达时也会具有明显汉

语语法意识等。幼儿习得汉语语句使用方法是在与教师交往中，还有生活中与同

龄幼儿的交流中从无意识地复制模仿教师的语言,慢慢变到习得一定的汉语语用

规则，将汉语词汇组成句子来向交流者表达自己想法和实现汉语交流目的。 
(一)由于本校1.8岁-3岁幼儿汉语习得较慢，在这个时期语句情况不明显，只

会因为母语的影响，在生活和课堂上幼儿使用母语的频率高于使用目的语的频

率。语句错误如下：出现母语和目的语混合使用； 

例如：我不要，幼儿会说出：我+泰语+要（我 ไม่要）。 

我在吃饭。幼儿会说出：我+泰语（我 กินขา้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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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玩滑梯。幼儿会说出：我要+泰语+滑梯（我要 เล่น滑梯）。 

(二)由于泰语礼貌用语影响，幼儿使用人称代词时通常都是说名字， 
例如：教师与幼儿 A 对话， 
教师：A，你在吃什么呀？ 
幼儿 A：A 吃饭。 
教师：你喜欢吃吗？ 
幼儿 A：A 喜欢。 
教师：可以给老师吃饭？ 
幼儿 A：不给，老师有。 
而且出现语用使用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母语对目的语影响，其次是幼儿年龄较

小，还没掌握语法特点和发音方法，在多语环境中还没有构建正确的语言意识。 
(三)3 岁-4 岁左右的幼儿开始理解汉语词语的意义并对已经习得的汉语单词

有一定的概括性，基本上掌握了简单的语用结构规则，语句以简单表达为主，复

合性句子还比较少。在生活中幼儿只描述某一事物，修饰词是动作形容为多；已

经会使用一些已习得的汉语短语进行交流并且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对话者

明白他的意思。在生活中也出现了使用连词或者否定词‘不’‘没有’‘不要’

等,拒绝他不需要的想法。例如，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听见孩子说，“我不喜

欢吃榴莲，因为榴莲臭。”；幼儿已经可以使用“我”、“你”、“我的”这类

简单的人称代词。例如：在生活中会听到幼儿表达：“我的妈妈来了吗？他妈妈

来了”。“我的水壶”。幼儿出现问句越来越多，例如：幼儿会问：“Iron Man 
的中文怎么说？为什么‘马’的泰语发音和中文‘狗’的发音一样？为什么中文

数字 1，2，3......和英文数字 1，2，3......写成一样的说就不一样？”幼儿能够画

出常见的形状，也能够按照教师所教的笔顺和书写规则进行汉字描写,这个阶段

的幼儿对色彩非常敏感对颜色搭配有主见。 
但是，这个阶段幼儿的汉语语句使用的非常简单，在表达中幼儿使用的汉语

词汇没有任何的词汇修饰成分，即使能说出“布娃娃”“玩具汽车”等常用短语，

幼儿是把这些短语看成一个汉语词汇进行记忆和使用的,还没有词汇分类。同时，

由于母语和英语的影响，幼儿在使用汉语时会出现泰语语法，例如会听到幼儿说

“这个的是我的”；在此阶段幼儿教师不应该讲语法，而是引导幼儿正确使用汉

语语句；汉语拼音书写顺序受泰语书写顺序影响； 
（四)4-5 岁幼儿开始理解汉语各种不同的构词方法。例如，幼儿知道在名词

前面加形容词，对名词主体的表述会更加准确。例如：看见“花”，会在花的前

面加形容词，变成“漂亮的花”，再继续延伸句子”我家有漂亮的花，是红色的。”；

能够使用汉语连段性进行表达。K1 幼儿能独立地讲述各种事情，幼儿说话常仍

是时续时断的，还不能够全面的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等,但是能

够使用目的语说出一些主要的词汇，例如，在周一的早晨活动时间，幼儿会和教

师分享周末去海边的事情，幼儿会说“老师，星期六我们去海边，有爸爸、妈妈、

妹妹和我，我还看见椰子树。”；能够正确书写目的语常见单词或者汉字。 
而且在这个阶段幼儿比较难的、不常见的汉语词义还不可以正确理解，对句

子形式的掌握也不准确，所以会发生词语使用不对、语句前后颠倒,可是此阶段

的幼儿对汉语使用规则是有意识性辨别的，他们可以发现他人交谈时的语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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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但是就也怕自己讲述不对而被教师和同伴嘲笑。幼儿会出现目的语“告状”

和“跟随”的情况，幼儿会向教师“告状”他的同伴没有使用目的语言交流，也

会“跟随”他的同伴表达的事情来表达他的内容，幼儿与同伴间会有各种“比赛”

说话比赛，分享比赛，阅读比赛，写字比赛等。在幼儿目的语语言不能够满足表

达需求时，幼儿会使用代词：这个、那个、这些、那些，来代替不能够表达的名

词。在这个阶段的幼儿对书写有疲惫期，会出现厌恶写字或者不想写字的情况，

但是幼儿能够描写简单的图形，能有顺序地书写图案符号，对于颜色和画画有自

己的想法。 
（五）5 岁-6 岁幼儿，幼儿的汉语交流能力情况进步显著，可以明白的、清

晰的讲述一件事情，讲得有趣、真实,例如“我的爸爸喜欢吃冰淇淋，所以我昨

天去 7-11 买冰淇淋给我的爸爸。”“明天我不来学校，因为我要去我的奶奶家

玩”等；幼儿的汉语知识积累多了，从而使幼儿属于他自己想法和思维发展,此
阶段幼儿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汉语句子,幼儿也慢慢也会使用各种不一样的

复合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幼儿可以使用语法中的疑问句进行交流,但由于母语和

英语的影响幼儿对被动句的理解还不太好。而且他们喜欢动脑筋，也喜欢富有创

造性的科学活动，例如，看汉字的形状猜关于这个字的事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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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能力习得发展测试与习得

情况探讨 

 
本文所研究的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习得现状情况的分析，主要通过对

2017年入学N1开始-2020年K2毕业的五位泰国幼儿学期末成绩进行整理得出理

论数据。笔者对五位幼儿的名字进行匿名化简称为幼儿 O，幼儿 A，幼儿 M，幼

儿 B，幼儿 J。 
本校 N1 幼儿年龄较小，N1 一学年共有三学期，每个学期期末汉语教师必须

有相对应的语言测试，测试结果不计分数，教师根据幼儿测试表现给出评语。主

要测试内容为听单词找对应的图片、简单日常对话，儿歌等，一部分幼儿有简单

的涂色，N1 幼儿学期末测试不计分数，任课教师对 N1 幼儿只需要在测试后进

行学期末评语。本研究对五位泰国幼儿从 N2 开始—K2 毕业共三个学年九学期所

进行的学期末测试分数整理。根据幼儿语言认知习得差异性和独特性，笔者选取

幼儿学期末测试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测试分数的平均分为分析依据，并结

合笔者在职期间对五位幼儿汉语学习过程是从零基础到 K2 毕业参加 YCT1 考

试，五位幼儿皆取得 YCT1 通过考试成绩的跟踪记录，幼儿在校期间汉语习得变

化情况的跟踪观察作为实践理论依据，从而提高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的可确定性、

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节 1.8 岁-3 岁学前幼儿汉语教学与基本习得情况 
 

 N1 是小小班幼儿，泰语为第一习得语言，部分幼儿的第二习得语言是英语，

第三习得语言是汉语。本校 N1 幼儿从入校开始学习汉语，直至升入 N2。N1 幼

儿汉语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主题歌曲教学、儿歌、对汉语拼音的感知、常见单词

的习得、简单的日常口语对话。培养目标主要是激发幼儿对汉语的兴趣，通过磨

耳朵的方式培养孩子对汉语语言的意识。幼儿经过刚入学 2-3 个月的适应期后，

在 N1 阶段会度过三个学期（9 月-12 月第一学期，1 月-3 月第二学期，4 月-6 月

第三学期），在每个学期的学期末都会对幼儿进行语言测试，测试方法是教师与

幼儿一对一，教师引导下让幼儿完成测试内容。N1 幼儿的汉语测试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 
（1）听力方面：听教师语音完成指令。例如：教师问名字，幼儿正确回答；

教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图片，让幼儿听语音正确选择。 
（2）说话能力：测试幼儿是否可以模仿汉语教师发音，使用简单的复词与

教师交流。例如：教师提问：你叫什么名字？幼儿可以回答。日常用语中的打招

呼，幼儿可以完成课堂指令用语（1，2，拍拍手；3，4，点点头；5，6 甩甩手；

7，8，不说话；9，10，快坐好）等。 
（3）幼儿唱拼音歌，可以自主完成计数 1-30. 
（4）幼儿对熟悉的律动音乐会哼唱和跳舞。 
根据以上测试内容，在每一学期末测试中 N1 五位幼儿的汉语能力习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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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用 A：理解优秀；B：理解良好；C：需要提升，来进行评判标准。具

体状况如下表： 
 

表 1-3 N1 第一学期测试评级表 
 

N1 第一学期汉语测试评级 
 汉语听力理解 汉语口语表达 

幼儿 A B C 
幼儿 M B B 
幼儿 B B C 
幼儿 J B C 
幼儿 O C C 

 
 
N1 第一学期，由于幼儿 M 的妈妈会讲一点中文，在家庭语言中幼儿 M 的妈

妈会对幼儿 M 进行简单的汉语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训练。其他四位幼儿的汉

语习得是从学校开始的。其中幼儿 O 的语言口语发展与其他幼儿相比较慢，幼

儿 B、幼儿 J、幼儿 A 习得汉语听力在幼儿语言发展特征内，汉语学习的第一个

学期属于适应期，幼儿模仿教师发音。 
 

表 1-4 N1 第二学期测试评级表 
 

N1 第二学期汉语测试评级 
 汉语听力理解 汉语口语表达 

幼儿 A B B 
幼儿 M A B 
幼儿 B A B 
幼儿 J B B 
幼儿 O B C 

 
N2 第二学期，幼儿的汉语听力理解能力有明显提升，能够明白教师在日常

中发出的指令，例如坐下、喝水、吃饭、拍手等日常动词，能够理解教师的提问

并作出相对应的回应，例如：看图片，教师问：苹果在哪里？幼儿使用手指指出。

汉语口语表达中，会使用“是、不是、要、不要、能、不能”做简单的回答，幼

儿可以哼出常听的儿歌，会唱拼音歌，可以计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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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第三学期测试评级表 
 

N1 第三学期汉语测试评级 
 汉语听力理解 汉语口语表达 

幼儿 A A A 
幼儿 M A A 
幼儿 B A B 
幼儿 J A B 
幼儿 O A B 

 
N1 第三学期，幼儿对汉语听力理解能力稳定，在课堂上可以对教师对教学

内容有积极的反馈。教师提出的课堂问题，活跃的幼儿可以抢答。例如，图片展

示：服装。教师问：有没有衣服呀？幼儿回答：有。教师问：是什么颜色呢？幼

儿回答：红色。幼儿的汉语口语能力良好，口语能力没有达到优秀的主要原因是

汉语词汇量不足，幼儿会使用肢体动作表达自己所想，在生活中使用泰语的频率

比使用汉语的频率高。 
总得来说，2-3 岁幼儿汉语语言能力的习得，核心是语感、语速、语态的养

成。汉语教师应该为幼儿创设宽松、平等、友好的汉语语言环境，使幼儿汉语学

习融入生活经验，以幼儿为主体角色扮演，借助生活训练幼儿汉语听理解和口语

表达能力。而幼儿语言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与积累，与幼儿教师的正

确、积极引导有着直接关系。海外幼儿汉语教师应该根据海外幼儿语言发展规律

和心理特点，善于在日常活动中观察幼儿，倾听幼儿的交流，关注集体、注重差

异，善于运用多种方法促进每个海外幼儿汉语语言的表达，真正成为幼儿活动信

任、依赖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 
 

第二节 3-6 岁幼儿基于学期测试的幼儿汉语能力习得情况 

 
本校 3-6 岁幼儿汉语语言教育计划是划分为四个方面，即汉语语言基础技能

听、说、读、写能力的教育教学。本校在每个幼儿年龄段选择不同的汉语教材和

教学方式进行语言教育，根据校方要求每个学期末必须进行语言测试，测试内容

按照教学内容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为试题大纲，由各班任课教师自行出题，

教师所出汉语试题范围在听听力选答案、看图说话、日常交流、读拼音、读单词、

读句子、写拼音字母、写笔顺笔画等之内，教师必须依据所教的主题选择适合该

年龄段幼儿的测试题目，教师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期末测试。每次测试结果由任

课教师进行批改得分，教师需把测试分数整理出来与其他两种语言测试分数结合

为幼儿综合评分，综合评分分为 A、B、C、D、NI 五个等级[19]。教师要对测试

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根据幼儿测试结果分析所反映出的幼儿语言习得问题，由任

课教师对问题进行分析，对教学方式或者教学侧重点进行调整，从而提高幼儿在

下一学期的语言学习目标。 

                                                        
[19]A = 4.00 (80-100), B = 3.00 (70-79), C = 2.00 (60-69), D = 1.00 (50-59), NI = Nee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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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4 岁 N2 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语言能力习得测试情况 
笔者对五位幼儿 N2—K2 汉语学期末测试数据和五位幼儿泰语、英语、汉语

三种语言期末测试成绩结果综合评分等级记录整理如以下数据图： 
 

 
 
 
 
 
 
 
 
 

 
 

 
 

图 2-3 本校 3-4 岁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学期测试平均值 
 

  图 2-3 是五位幼儿在 N2 时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习得的测试，在这个

测试中 N2 幼儿开始学习书写汉语，写字部分较为简单书写量较小，例如描写拼

音字母。写字测试主要是幼儿可以正确使用颜色完成涂色任务，了解幼儿正确的

握笔姿势，从而对幼儿为汉字书写打下基础。听读测试是常见单词和短句子，幼

儿听音圈出正确的图片。说话方面的测试是自我介绍，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例如，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在哪？你是哪国人？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什么颜色？达

标要求是幼儿可以使用单词回答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说句子，加深幼儿汉语

语法的自然习得。汉语阅读能力测试为幼儿看图回答教师的提问，幼儿看图片读

单词。N2 的语言测试是 N1 升到 N2 的适应期，逐渐加深提升幼儿语言学习的难

度系数，为 K1、K2 大量的学习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3-4 岁幼儿综合评分成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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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本校 3-4 岁幼儿语言综合评分成绩表 
 

 N2 第一学期 

 T Y H 总成绩 
平均数 

综合

评分等级 

幼儿 A 100 90 84 91.3 A 
幼儿 M 86 83 82 83.6 A 
幼儿 B 87 80 76 81 A 
幼儿 J 90 84 80 84.6 A 
幼儿 O 88 89 89 88.6 A 

 N2 第二学期 
幼儿 A 93 98 96 95.6 A 
幼儿 M 70 89 81 80 A 
幼儿 B 74 87 85 82 A 
幼儿 J 91 95 86 90.6 A 
幼儿 O 78 94 94 88.6 A 

 N2 第三学期 
幼儿 A 98 100 98 98.6 A 
幼儿 M 72 75 97 81.3 A 
幼儿 B 74 70 81 75 A 
幼儿 J 91 85 90 88.6 A 
幼儿 O 86 96 93 91.6 A 
泰语期末考试成绩：T，英语期末考试成绩：Y，汉语期末考试成绩：H 

等级标准：A = 4.00 (80-100), B = 3.00 (70-79), C = 2.00 (60-69), 
D = 1.00 (50-59), NI = Need Improvement 

 
由表 1-6 可以看出 3-4 岁期间五位幼儿在以泰语为母语同时习得英语和汉语

的过程中，泰语和英语的测试大纲和汉语测试大纲是一样的，主要从幼儿语言能

力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N2 阶段是开始学习书写的阶段，幼儿对一对

一测试过程比较迷茫，幼儿需要教师引导才能够完成考试任务，幼儿语言习得能

力测试数据可见，泰语、英语和汉语的测试结果在幼儿个体上相差较大，N2 幼
儿泰语、英语和汉语的测试成绩反应出个别幼儿语言习得能力的差异，泰语、英

语、汉语的教学方式对幼儿语言习得存在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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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本校 4-5 岁幼儿语言综合评分成绩表 
 

 K1 第一学期 
 T Y H 总成绩 

平均数 
综合评分 

等级 
幼儿 A 83 94 91 89 A 
幼儿 M 94 100 90 94.6 A 
幼儿 B 96 90 95 93.6 A 
幼儿 J 94 96 88 92.6 A 
幼儿 O 86 96 94 92 A 

 K1 第二学期 
幼儿 A 99 99 94 97.3 A 
幼儿 M 98 85 89 90.6 A 
幼儿 B 95 95 100 96.6 A 
幼儿 J 96 88 90 91.3 A 
幼儿 O 96 96 96 96 A 

 K1 第三学期 
幼儿 A 97 98 99 98 A 
幼儿 M 97 96 90 94.3 A 
幼儿 B 96 100 96 97.3 A 
幼儿 J 91 94 91 92 A 
幼儿 O 99 100 95 98 A 

泰语期末考试成绩：T，英语期末考试成绩：Y，汉语期末考试成绩：H 
等级标准：A = 4.00 (80-100), B = 3.00 (70-79), C = 2.00 (60-69), 

D = 1.00 (50-59), NI = Need Improvement 
 
由表 1-7 可见，4-5 岁五位幼儿的语言习得能力上升平稳，泰语、英语和汉

语的测试结果在个体幼儿身上相差值不大，这个时期幼儿已经适应同时进行三种

语言能力的学习，在面对泰语、英语和汉语的测试中幼儿可以自主完成测试内容。

泰语的测试内容添加了泰语文化选择题、英语的测试内容加上了数学和电脑课的

综合、汉语测试内容根据幼儿学习情况提升了测试难度系数。在这个阶段主要影

响幼儿语言能力习得的因素有幼儿语言词汇的不足、校方更换语言教师、幼儿个

体学习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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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5-6 岁 K2 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语言能力习得测试情况 
 
 
 
 
 
 
 
 
 
 
 
 
 
 
 
 

 
 
 
 
 

图 2-5 本校 5-6 岁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学期测试平均值 
 

图 2-5 是 K2 幼儿从第一学期到第三学期的汉语测试结果数据。在听力方面

的测试主要是听教师的发音写出正确的词语拼音；听教师讲一遍故事，幼儿再次

复述，达标要求是幼儿可以使用简单的中文句子对故事内容进行复述，然后幼儿

可以回答教师的问题。在说话方面的测试主要是和教师进行日常对话练习，例如：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 是哪国人？你家住在哪里？家里有几个人？都有哪

些人？在哪个幼儿园上学？学过哪些课？ 喜欢学什么？为什么？请说一件你

高兴（或 伤心）的事。说话方面达标要求是可以使用连词、长句与教师交谈。

在阅读方面主要测试是，第一学期是幼儿看拼音读简单的句子，幼儿填写缺失的

拼音并且正确拼读；第二学期幼儿看图片，拼读出正确的词语并与图片连线，幼

儿自主拼读简单的课文。第三学期幼儿阅读短文并且回答问题。书写方面幼儿看

图写拼音，幼儿写常见的汉字，幼儿看拼音读单词后选词填空。在 K2 幼儿的汉

语习得情况良好，属于巩固和加强训练阶段，要求每个幼儿在毕业后会读拼音，

要求幼儿认识 50-100 个常见的中文汉字，要求幼儿习得汉字书写的顺序。K2 幼
儿的汉语测试试题难易系数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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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5 岁幼儿综合评分成绩记录 
 

表 1-8 本校 5-6 岁幼儿语言综合评分成绩表 
 

 K2 第一学期 
 T Y H 总成绩 

平均数 
综合

评分 
幼儿 A 93 94 97 94.6 A 
幼儿 M 91 90 96 92.3 A 
幼儿 B 93 96 95 94.6 A 
幼儿 J 78 90 95 87.6 A 
幼儿 O 96 82 98 92 A 

 K2 第二学期 
幼儿 A 96 95 98 96.3 A 
幼儿 M 90 92 97 93 A 
幼儿 B 97 97 96 96.6 A 
幼儿 J 80 92 96 89.3 A 
幼儿 O 98 93 96 95.6 A 

 K2 第三学期 
幼儿 A 99 98 100 99 A 
幼儿 M 99 96 98 97.6 A 
幼儿 B 99 97 99 98.3 A 
幼儿 J 85 90 97 90.6 A 
幼儿 O 100 98 99 99 A 

泰语期末考试成绩：T，英语期末考试成绩：Y，汉语期末考试成绩：H 
等级标准：A = 4.00 (80-100), B = 3.00 (70-79), C = 2.00 (60-69), 

D = 1.00 (50-59), NI = Need Improvement 
 
由表 1-8 数据可见,5-6 岁幼儿语言能力习得的情况逐渐呈现平稳。泰语、英

语和汉语的测试内容在试题难易度上提升，遵从幼儿语言认知习得情况，幼儿英

语、汉语语言基础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型，汉语的拼音和基本笔画笔顺已经有了书

写基础。每位幼儿的语言能力综合评分皆在 A 级别，只是区别于分数值差。 
 

第三节 总结分析 1.8-6 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习得情况 

 
由五位幼儿三个学年九个学期的语言测试数据统计，可见，本校五位泰国幼

儿在双语同时习得的环境下进行语言能力学习，从每学期期末的语言测试结果统

计分析，五位幼儿的综合评分成绩皆在 A，五位幼儿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习得情

况只能从汉语测试的数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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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6 岁幼儿汉语听力、说话能力的习得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总结 
 由本校五位幼儿汉语测试结果数据可以看出，本校幼儿汉语听力、说话能

力习得是分阶段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听力辨音期和汉语语音感知期：1.8-2 岁 N1 幼儿开始学习汉语 基 

本的辨音能力和语音感知能力，这个阶段的幼儿汉语习得情况是汉语储存期。在

汉语教师的正确教导下，泰国幼儿开始接触汉语语境，幼儿对汉语教师表达的语

言与母语相比有初步辨音能力，在课堂上幼儿会复制教师的单词进行汉语发音，

幼儿主要观看教师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理解教师表达的内容。幼儿口头表达

能力属于萌芽期，这个阶段以听为主。 
此阶段幼儿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生活中和课堂学习中，幼儿只使用泰语部

分幼儿因为家庭语言的影响可以使用简单的英语。汉语是此阶段幼儿的新习得语

言。在汉语听力中，幼儿还不能够理解汉语，幼儿是通过教师的肢体语言和动作

来理解汉语，在教学过程中幼儿不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幼儿会模仿教师的发

音，幼儿汉语发音模糊不正确，教师的表达必须简单明了并伴有肢体语言或者面

部表情。教师需要正确示范两次-三次，幼儿才可以理解教学内容。 
(二)幼儿汉语听力上升期和汉语口头表达期：2-3 岁幼儿适应汉语语言教学

环境后，从 N1 幼儿入学第二学期开始，幼儿的汉语听力能力和汉语表达能力上

升，幼儿开始尝试使用汉语发音、说话，对汉语语境和场景也有主动反应，幼儿

能够理解汉语教师发出的汉语指令，在课堂汉语教学教师只使用汉语教学，幼儿

会模仿教师发音，口语能力会在教学过程中得到训练。这个阶段以听、说为主。 
此阶段幼儿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校生活中，幼儿使用泰语的频率高于使用

英语和汉语的频率，幼儿英语听力习得比汉语听力习得较明显。幼儿会出现泰语

和汉语混合的使用现象。幼儿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还不能够使用已经习得的汉语

词汇进行表达。在汉语课堂上，幼儿会出现情绪化状态，不感兴趣的教学内容拒

绝参与。幼儿看图片自己发音，其语言是幼儿语言，单纯的发出不同的声音。幼

儿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需要教师亲身示范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故事情节。在绘本

教学《谁不乖乖吃饭？》中，幼儿想要表达故事主角小熊没有乖乖吃饭，小熊在

玩玩具，联想到自己想要表达幼儿自己乖乖吃饭时：老师，小熊没有乖乖吃饭，

小熊，玩玩具，不棒。我乖乖吃饭，我 ไม（没有）玩，我很棒。 

(三)幼儿汉语听力加强期和汉语口语迸发期：3-4 岁幼儿汉语听力、说话能力 
的习得趋势情况从学期末测试数据整理中，可见，这个阶段幼儿汉语听力能力已

经对汉语学习具有潜意识的学习能力，对汉语的意识进入了语言迸发期，这时期

幼儿会主动使用汉语沟通，幼儿的汉语自我表达意识也初步的形成了，幼儿汉语

语言表达能力活跃，幼儿能够使用简短的汉语句子表达自己的需求，幼儿开始有

汉语表达模仿能力，例如当一个幼儿在谈论家人时，另一个幼儿听到也会积极的

表达关于自己家人的信息。幼儿对不懂的汉语会有强烈的好奇心，在校生活中和

汉语课堂学习上幼儿的问题经常会出现：这个用中文怎么说？这个的泰语是什

么？此阶段的幼儿加强汉语听力为主，提升幼儿汉语语言表达能力。 
在此阶段幼儿所存在的问题是：在校生活中，幼儿使用英语和汉语的频率相

对一样，幼儿英语词汇量比中文多，幼儿泰语发音正确率比中文发音好。幼儿使

用汉语短句的情况会出现泰语与中文混合。在教学课堂中，幼儿非常喜欢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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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想法打乱课堂秩序。幼儿出现从众心理，喜欢和同伴对比。幼儿在表达时发

音还没有完全达到标准。幼儿的语言问题比较多总会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

说？如果幼儿没有理解教师的表达，幼儿会要求解释清楚直至幼儿理解。幼儿疲

惫于书写，幼儿不喜欢写字，但是对涂颜色和绘画很感兴趣。 
(四)幼儿汉语听力进阶期和汉语口语表达增强期：4-5 岁幼儿汉语汉语听 

力、说话能力习得情况，从学期末测试数据整理中可见，此阶段幼儿的汉语听力

水平达标要求与 1.8-2 岁时期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幼儿完全能够接受汉语课堂

上教师使用汉语讲解知识点，幼儿在校生活中与汉语教师交谈时能够完全理解教

师的谈话内容，听得懂归纳性的话，在语言质量上大为提高。幼儿口语能力在日

常生活中表现的 佳，幼儿能和教师随意交谈，能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此阶

段幼儿是汉语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幼儿的每种语言系统都处于逐渐形成和正在发

育的阶段，幼儿的认知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发展空间很大，而且幼儿具有较强的语

言模仿能力。 
此阶段幼儿出现的问题是：在校生活中，幼儿使用泰语的频率降低，幼儿使

用汉语和英语的频率持平，汉语词汇量受到英语词汇量的影响，幼儿会将汉语词

汇翻译成英语来理解词汇意思。幼儿在使用汉语表达时会出现“口吃”现象，当

幼儿表达时词汇记忆不能够跟上思维，幼儿会停顿几秒思考怎么使用汉语表达。

幼儿的汉语发音错误差减小，但是汉语句子语法使用不正确。幼儿的课堂中非常

的活跃，幼儿之间会有“小秘密”。在汉语课堂上，幼儿在听故事或听教师说话

时注意力不集中，部分幼儿自信心不足、沉默不语、走神，部分幼儿过于活跃，

顾左右而言他，注意力不集中，经常抛开教师的课堂自娱自乐。幼儿出现不能够

用汉语表达时会情绪化，哭泣、伤心、沉默不语。例如，幼儿 B 各方面学习能

力都很好，喜欢表达和参与活动。幼儿 O 的学习能力迟缓，每当幼儿 B 与教师

交流时，幼儿 O 都想要加入，但是幼儿词汇量不足，会着急的哭泣。 
（五）幼儿汉语听力稳固期和汉语口语自控期：5-6 岁阶段的幼儿汉语听力

和汉语说话能力习得情况的分析是学期末测试数据整理结和笔者的教学经验总

结得出，此阶段幼儿的汉语听力已经平稳在汉语课堂上能够听教师的发音，正确

区分汉语中出现的相近词，能够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幼儿也能听懂一些较为复杂

的汉语句子，幼儿因为词汇更加丰富，可以与汉语教师自由地进行汉语交流，已

经初步掌握语法结构，开始产生内部言语(即默语[20])。幼儿能比较自由地使用汉

语表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有明显的汉语语言表达要求，他们很喜欢与汉语教

师分享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此阶段幼儿的汉语口语能力与所习得的汉语词汇成正

比，在测试中幼儿的汉语口语能力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并且能初步掌握汉语书面

言语。幼儿能够掌握表示分类概念的汉语词汇，如，餐具，交通工具，家具等，

也能够正确习得一些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例如，因为......所以......;不但......
而且.......,汉语口语连续性有所加强。幼儿在使用汉语表达时,可以连续性的、比

较简单清晰的说汉语句子,而且还会使用一些声情并茂的动作与词汇融合,说话时

带有自己的表达特色,也喜欢使用汉语和英文交叉表达,以表示他自己已经学会了

两种语言。 

                                                        
[20]默语是思维的工具，也是人无声思考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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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阶段幼儿会出现的问题是：在校生活中，幼儿与幼儿间出现相互影响

的语言交流，例如，当幼儿 A 使用汉语与幼儿 B 交流，幼儿 B 的汉语词汇量少

于幼儿 A，幼儿 B 使用泰语与其交流，幼儿 A 会把原本使用汉语交流变成使用

泰语交流。个别幼儿存在区别错误，泰语和汉语相似的发音，幼儿可以使用泰语

发音而汉语发音出现错误。泰语、英语和汉语的口语使用可以自由变换，但是语

法错误。汉语语法使用固性化，会与泰语语法和英语语法串联。当幼儿遇到语言

表达阻碍时，幼儿就会不表达或者切换成熟悉的语言继续讲述。会出现明显的语

用错误，例如：你的家我搭建完成了，幼儿会表达成：我做你的家完成了。 
总而言之，本校 1.8 岁-6 岁幼儿汉语听力、说话能力的习得情况与幼儿年龄

阶段语言认知成正比。而本校幼儿汉语习得情况因为每个幼儿成长的家庭中有不

同的语言环境，有的幼儿家庭语言环境丰富同时存在泰语、英语、汉语语言环境，

幼儿在家庭语言影响下，对汉语词汇的积累使得幼儿在汉语习得中带有鲜明的汉

语习得优势。在汉语习得中大部分受母语语用习惯的影响，幼儿汉语习得过程中

就可以看出幼儿语言表达带有属于三语环境下的语言特色,可以从日常生活听到

一些幼儿使用不同语言时发音和使用短语的习惯。例如在使用英文表达时,幼儿

发音和使用肯定句比较多,而在使用汉语时使用疑问句比较多。英语教学方式的

对幼儿汉语习得的影响，幼儿在汉语习得中会产生语言表达内容的多样性和语言

串联性。而每个幼儿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差异的不同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幼儿不同的

年龄阶段对汉语语言学习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汉语习得特点，每个幼儿适用的语言

喜好也不一样,有的幼儿喜欢使用英语,有的喜欢汉语,有的喜欢泰语,有的幼儿喜

欢英文和汉语同时说,中文句子中参杂一些常见的英语词汇。例如,今天是我的爸

爸来接我回家,YouKnow?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其语言习得的速度和效果,也会导致

幼儿运用汉语语言交际的喜好也各有不同。 
 

二、1.8-6 岁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的习得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总结 
  本校幼儿的汉语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的习得是从N2第二学期（3.5岁-4岁）

开始正式学习的，阅读、书写能力的习得情况随着学习汉语的年龄变化，汉语词

汇的积累提高。幼儿习得汉语的心理状态和对学习汉语的兴趣在阅读、书写能力

的习得之后越来越平稳。具体习得情况如下： 
(一)3-4 岁 N2 阶段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的习得情况是：（1）幼儿开始认读拼音字母，

知道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述一张图片上的主要内容，辨认主要角色；（2）
幼儿知道每个字发音不同，所代表的意思也不同；（3）幼儿喜欢听教师讲述汉

语故事的内容，并尝试幼儿自己用简单的汉语句子描述故事情节；（4）幼儿可

以正确的对绘本故事书进行翻阅浏览，会按故事进展顺序翻阅绘本书，看出图书

画面内容的主要变化；（5）看图片理解汉语形象字的意义；（6）幼儿可以使用

铅笔填实虚线；（7）幼儿可以使用蜡笔涂色训练手部的控制能力、手眼协调能

力以及身体的平衡；（8）幼儿可以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学习描写简单的拼音

字母；（9）书写汉字笔画笔顺；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习得存在的问题是：（1）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很高，但是局限于词汇量不足；（2）幼儿对汉语同音异意的词汇混淆，不能够

正确理解汉语句子；（3）幼儿与教师跟读时句子不能超过 10 个汉字；（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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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坐姿不规范；（5）部分幼儿出现排斥书写；（6）书写量不可以超过 10 分

钟。 
(二)4-5 岁 K1 阶段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的习得情况是：（1）幼儿读拼音韵母加声调；

（2）幼儿开始拼读汉语拼音，知道拼音是由声母和韵母加上声调组合的；（3）
幼儿能够正确书写拼音笔画顺序，正确辨读笔画名称，并且正确区分汉语书写特

点与泰语书写的不同；（4）幼儿能够自主专注于阅读汉语分级绘本读物，并能

够讲述主要故事情节；（5）幼儿认识汉字笔画结构和汉字书写顺序，会正确使

用笔顺书写自己的姓名以及已经学习过的中文形象字、独体字。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习得存在的问题是：（1）阅读中出现的语法

错误非常明显；（2）乱读现象出现，在分级阅读时幼儿用自己的语言阅读；（4）
出现阅读障碍时，经常使用“这个、那个”来代替名词；（4）汉语拼音拼读时

声调不正确；（5）不能够理解笔顺、笔画、偏旁部首的区别和意义；（6）由于

泰语书写方式与汉语书写方式的不同，幼儿会按照自己的习惯书写。 
(三)5-6 岁 K2 阶段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的习得情况是：（1）幼儿加强汉语拼音声调

阅读训练；（2）幼儿拼读简单的汉语句子；（3）看图匹配：读拼音选择正确单

词与图片配对；（4）能做阅读理解：阅读带拼音的短文，完成练习；（5）提升

阅读分级读物的深度和广度，能用汉语阅读积累汉语词汇，用恰当的汉语扩句和

缩句来合理表述，有意识学习汉语语法；（6）拼音拼写练习：看图补充声母加

声调，看图写正确的拼音；（7）汉字加强练习：给常用汉字补充笔画，看拼音

书写正确的汉字，正确辨别同音字并书写，正确选择词语填空，正确重组句子。 
本校幼儿汉语阅读、书写能力习得存在的问题是：（1）阅读时会跳读或者

会漏字，阅读不会分段；（2）汉字笔顺不正确，汉语拼音声调辨读和书写不熟

练；（3）对于相近的汉字，书写混淆； 
总而言之，幼儿的听和说，是时刻在为读和写打基础的，先发展口语和理解

能力，再引入读写能力。阅读方面主要培养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强化幼儿的阅读

能力,幼儿对汉语的阅读兴趣,训练幼儿专注力、阅读的态度、速度、阅读习惯、

联系上下文猜测一个新汉语单词的能力，对于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的泰国幼儿应

该把阅读练习重点放在拼音的拼读和培养幼儿汉语分级读物的习惯，通顺的、流

畅的、思考性的阅读学习需要耐心和时间。汉语阅读能力的提升对幼儿汉字的书

写和记忆是有发展作用的，对幼儿汉语句子的学习有促进作用。在幼儿 3 岁左右

就可以简单引入一些文字的概念，培养幼儿对汉字认知的兴趣，使幼儿认识汉语

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巩固训练幼儿在汉语阅读的基础上拼读识别并记忆汉字，随

着幼儿年龄的增长提高汉字书写难度，幼儿的汉语阅读和书写能力是稳定而缓步

提高的，不会突然暴发性的提高。对于泰国幼儿书写方面主要进行正确的汉语笔

画、笔顺教学，提高幼儿汉语拼音拼读书写练习。针对幼儿语言认知能力的独特

差异，汉语教师对幼儿阅读和书写要随时改进和变通，有效提高幼儿汉语阅读和

书写能力的教学。 
 

  



 35

第三章 幼儿汉语习得可能存在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 本校汉语师资力量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影响 

 
人生百年，立于幼教，幼儿教育是教育的第一环。特别是对于海外幼儿汉语

教育的教师，会需要具有更高的、优秀的专业教师职业素养，教师专业知识是教

学活动的基础，直接影响教育水平的高低。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是教学活动高层

次的要求，直接影响到教育活动的效果和幼儿的成长，而教师的学历水平也是影

响教学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教师的专业精神是教学活动的精神支柱，决定

了幼儿教师的长远发展也是幼儿教育的思想保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在泰国全面

推广以来，幼儿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而幼儿汉语教师的缺口也是比较

大。除了在数量上的缺口比较大以外，幼儿汉语教师的质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本学校教职工信息整理，本校自 2014 年开办以来，一共招收过七位中

文老师。具体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流动性大，教师更换的频率在幼儿汉语教育

中对幼儿来说缺乏熟悉的、稳定的汉语语言环境，对于教学目的缺乏稳定的教学

策略。让幼儿在对汉语文化学习、生活语言等方面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二是没有

具备专业的汉语教育专业理论。在招收过的教师中，有五位老师都是学校招聘信

息来应聘的非教育专业的在泰国留学的教师，有两位老师是教育专业分别是：对

外汉语教育专业和幼儿教育专业。本校六位汉语教师的学历都是本科学历和一位

硕士研究生在读教师。本校汉语教师都从事汉语教育事业，具备汉语教师的基本

能力，但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出自教育专业，本校其他六位教师并没有真正的接受

过关于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心理学，也没有掌握健康、语言、社

会、科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只是在教学过程中一直摸索着前进，为了

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理论知识，本校汉语教师间只能积极的团结配合、相互帮

助、相互提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提出对本校幼儿有益的

教学策略等。而对外幼儿汉语教育与对外汉语教育是有一定区别的，本校幼儿汉

语教学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第二节 英语、汉语课程设置及管理的影响 

 

根据本校幼儿年龄阶段及班级区分，笔者从英语教学组织模式和汉语教学组

织模式进行对比，得出相对应的结论。 

一、针对 N1 的课程设置，英语、汉语课堂对幼儿采取的课堂教学方式和管

理都是轻松活跃的。教学组织模式是“10-5-2-8-5”，即 10 分钟音乐律动或者

故事互动导入时间，5分钟复习，2分钟喝水上厕所，8分钟新主题单词学习，5

分钟游戏”。幼儿在课堂上积极活跃，没有固定座位，汉语教师和英语教师会根

据幼儿学习状态切换不同的教学方法。N1 班级的幼儿对汉语、英语语言学习在

课程组织模式下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二、针对 N2、K1、K2 的课程设置和语言技能中的读、写部分增加，幼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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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座位和语言练习。具体情况如下： 

（一）英语教学的组织模式是“五-十-五-二十五”，即五分钟课堂预热活

动，10 分钟复习，五分钟讲解新课，二十五分钟活动训练。幼儿在课堂上很活

跃，学生不会规矩的坐着听课，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英语国家的学生与泰国

学生相似，上课比较随性，英语老师已经习惯，并认为课讲得好幼儿就会认真听，

并不刻意地去管幼儿。英语教学注重实践练习，认为新知识需要不断实践才能真

正的理解，故用简单的话语概括或是用公式表达等方法在短时间内把新知识展示

出来，然后利用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巩固。（二）汉语教学的组织模式是

“10-10-10-15”，泰语课堂与汉语课堂幼儿一贯的听课模式截然相反，教师遇

到课堂比较混乱的情况会有些无所适从，只能用强硬的方法去控制教学过程，容

易引起幼儿反感，难以掌控。汉语教师尤其是国内毕业的教师，注重新课讲解，

认为详细的讲解能让学生理解并牢记，并且需要幼儿多听多练，这才能达到目的。 

总体而言，根据笔者对幼儿的课堂观察和课余时间交流反馈，幼儿比较喜欢

上英语课，他们觉得英语课好玩有趣又轻松，可见英语教学在课堂设置上更符合

实际，充分利用时间差，极大范围的拉开了学生与英语的接触面，让学生学会应

用英语，值得借鉴，其教学方法活跃对幼儿学习语言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汉语教

师应该学会转变观念，不要套用在国内的教学模式，因地制宜，对幼儿汉语课堂

灵活使用教学方法。 

 

第三节 幼儿父母语言习得情况影响 

 

在家庭中，幼儿如果能够听到不止一种语言，他会成为很好的沟通者，幼儿

需要充分思考和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并运用不同的语言与他人进行沟通

交流，家庭中能够为幼儿提供多语环境，对幼儿语言习得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

业，这有利于挖掘和建立幼儿的社交能力。 

如果幼儿的父母习得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那幼儿语言习得情况会受到父母

语言习得情况的影响，幼儿父母提供合宜语言环境支持与协助，这与幼儿的语言

发展、进步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本校幼儿入学前的家长资料分析，笔者发

现本校幼儿在习得泰语为母语之后，其英语习得早于汉语习得。其家长已习得语

言情况如下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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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1.8 岁-6 岁学前幼儿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差异对语言

习得的影响 

 

幼儿期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本校幼儿从入校开始同时进行泰语、英语、汉

语的学习，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提升也标志着智力水平的发展以及学习能力的开

始，幼儿语言习得能力好，也能反应处幼儿的智力水平达到较高水平的可能性越

大。而在笔者对本校幼儿进行汉语教学时观察发现，有一部分幼儿在语言习得中

与同龄幼儿相比非常迟缓，在幼儿汉语教育中就需要对这部分幼儿进行多次语言

训练，也需要对这部分幼儿特别关注，对幼儿汉语教学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此现象笔者在查阅资料后，结合汉语教育教学中部分幼儿出现的语言能力发

展情况总结分析得出以下影响因素： 

  (一)遗传因素：面对在教学中个体幼儿出现的语言能力习得缓慢的问题，能

够听懂教师的语言表达，但是不能够正确反馈教师的语言信息。语言习得中可以

听懂交流者的指令和表达，但是不会回答。学校与家长沟通了解到，这一部分幼

儿出现的语言习得障碍也是家族中某位成员语言表达的缩影，是他们的嘴和舌头

结构天生就有问题，固学校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具体情况结合家长反馈的家族成

员语言情况进行教学调整。由此可见，当出现幼儿语言习得缓慢的情况时，可能

是家族遗传因素影响。 

  （二）语言环境的因素：对幼儿汉语习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是良好的汉语语

言环境。据观察，如果幼儿生活在一个语言比较丰富的环境下，对幼儿各种语言

的习得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幼儿的父母会泰语、英语、汉语或者其他语

言，此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突出，在语言习得中会很快掌握语言发音，在

校园生活中这部分幼儿的表现力比较积极，与教师和同伴的交流互动很多。幼儿

有较强的语言辨别力，会模仿教师不同语境下的发音，并且分享在家庭生活中。 

  （三）个人能力发展的因素：每个幼儿都是独特的，对喜爱的事物和感兴趣

的领域都不一样，有的幼儿喜欢运动，有的幼儿喜欢绘画、有的幼儿喜欢阅读、

有的幼儿喜欢交际等。而在幼儿感兴趣的区域，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对其

的认知也逐渐提高和变化着，喜欢运动的幼儿专注于某一项运动项目，喜欢语言

学习的幼儿语言学习能力逐渐提高，喜欢画画的幼儿想象能力越来越丰富，这就

说明幼儿个人能力发展因素对语言习得也有影响的。 

总而言之，在影响幼儿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中，遗传因素是幼儿先天决定的，

而语言环境、个人认知能力发展因素则可以通过后天教师和家长根据幼儿的具体

情况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改变，以促进幼儿对语言能力的更好发展。在笔者长期接

触泰国幼儿汉语教育的工作中发现，由于以上幼儿个体语言习得能力影响因素的

不同，对幼儿语言习得的影响很大。例如，在 3-4 岁同一年龄阶段，有的幼儿语

言能力发展正常，能够使用母语与成人对答如流，英语、汉语习得速度很快，在

一年的时间内能够使理解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表达的内容，并且做出对应的回答,

也可以使用汉语简单的交流；而有的幼儿语言能力发展迟缓，泰语听说能力与同

龄幼儿相比发展缓慢，而英语和汉语的习得更加迟缓，在教学中和生活中不能够

理解汉语教师和英语教师表达的内容，只会模仿并重复教师语言，对于教师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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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令也不能够理解，因此幼儿教师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对幼儿进行汉语教学。例

如，在《我的五官》主题教育中，进行单词与句子教学：眼睛（我的眼睛）、鼻

子（我的鼻子）、耳朵（我的耳朵）、嘴巴（我的嘴巴），语言能力发展正常的

幼儿，通常进行一次教学，一次练习，再次复习，幼儿就可以记住；对于语言能

力发展迟缓的幼儿，需要进行 8-12 次教学，才能够记住单词，在记住单词的基

础上延伸句子也需要进行 8-12 次，该幼儿才能够说出来并且伴有发音不标准的

现象。所以幼儿汉语教师要根据海外幼儿的实际情况引导汉语学习，及时给予积

极的言语鼓励和对幼儿行为的支持，充分发挥学校和家庭的作用，给海外幼儿创

造一个家园共建的汉语学习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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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泰英双语教育环境下对幼儿汉语教师的建议 

 

第一节 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教师面临的问题 

 
本校语言教学环境是多样性的，泰语教师和幼儿家长能为幼儿提供泰语学习

环境，英语教师和大部分家长能为幼儿提供英语习得环境，而幼儿汉语正式习得

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对于幼儿汉语教师进行汉语教学时将会面临的问题是多种

多样的，汉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善于发现问题，认真研究问题，寻找 好解

决的方法，从而提高幼儿汉语习得能力，改善教师教学不当之处，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对多年幼儿汉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得出以下问题： 
(一)母语和英语对幼儿汉语语音习得产生的问题 
母语影响：幼儿在汉语语音习得过程中会使用已经习得的母语语音来理解汉

语语音，在模仿教师发音是时不注意声调变化发出泰语式汉语。例如：汉语马的

发音是：m+ǎ=mǎ，泰语狗的发音是：หมา（má)相似，当幼儿学习汉语的“m

ǎ”，会下意识发音成泰语，并理解成“狗”。泰语和汉语两种语音系统都相当

复杂，有的字母发音也比较困难。但是让幼儿习得汉语这门语言，首先习得汉语

语音是非常重要，因为幼儿面对着一个能够听懂的语言，幼儿就会有强烈的表达

欲，如果汉语发音不准幼儿非但不懂教师所说的意思，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误解。

虽然模仿是一种措施，但是若不从本质上了解发音，模仿发声会事倍功半。 
英语影响：幼儿上汉语拼音课的时候，幼儿会把很多汉语的声母和英语的声

母混乱，如；学习汉语拼音中学生会把 t、j 读成英语的 t 和 j 的语音，把 b、p
读成英语的 b 和 p，另外泰语中的 [b]发音时也跟英语的 b 相近，使用的音标也

跟汉语拼音的 b 一样。还有韵母方面学生经常把汉语中的韵母读成英语中的韵

母是 e 和 i 。由于英语字母习得早于汉语拼音习得，并且幼儿汉语语言储备不足，

在刚接触拼读汉语拼音的时候又碰到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字母，就会出现不知道什

么地方用英文，什么地方用拼音。当幼儿熟悉汉语拼音字母的发音，并且能够有

意识地辨别汉语拼音与英语字母的不同发音时，混淆现象就会被慢慢纠正了。 
（二)母语语法对幼儿汉语语用产生的问题 
汉语和泰语在语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的位置上。由于

受到幼儿第一习得语言泰语的负迁移影响泰国幼儿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经常会出

现语序的偏误。例如：爸爸的我。我去海边在昨天。她不有听话。出现此现象幼

儿处于无意识语言口语讲述阶段，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幼儿语法及时进行纠

正和开展正确有趣的汉语语法教学。 
(三)母语书写规律对幼儿汉语书写产生的问题 
泰语中大量的字母其运笔方式是从下往上，或者先从下往上，接着再向上，

导致了泰国幼儿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容易出现笔画偏误、部件变形、间架结构不对

等偏误的的现象。汉语教师在此过程中面对泰国幼儿汉字教学阶段，培养对汉字

的认识是重要任务之一，只有让幼儿知道方块汉字是由有序的笔画构成，并且必

须按照汉字结构来书写，则能逐渐减少泰语书写对汉字书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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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语、英语教学方式对汉语教学产生的问题 
泰语教学方式和英语的教学方式相似，两者都比较西化，教学课堂比较自由。

幼儿可以在尊重教师的前提下在课堂上自由活动，家长比较注重遵从幼儿天性和

在校教师一起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正确引导幼儿快乐学习开心成长。幼

儿汉语教师的教学方式比较中式化，教师习惯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强调汉语基

础知识，以幼儿为中心的强化练习汉语，教学中幼儿创意和发散性思维程度不够

高。幼儿会表现出对英语的学习和语用兴趣程度高于汉语的学习和语用兴趣。 
总而言之，幼儿汉语学习的根本问题不在年龄，它可发生在从幼年到成年的

各个不同阶段，但不同年龄阶段汉语学习的方法和特点是不同的，每一年龄阶段

的汉语学习都会有各自的问题，所受到学习环境、认知发展、家庭的影响也是各

有千秋。幼儿除了具有语音学习的生理优势外，还具有情感优势，学习汉语时受

情感因素的影响小，有的幼儿大胆积极、不怕羞，个体认知能力发展正常，汉语

接受速度快，有的幼儿由于认知发展的不成熟，幼儿汉语学习的速率慢，汉语语

法的学习效果差，受外界因素影响的程度高。可见，教师应了解幼儿期阶段语言

认知学习的特点，扬长避短，使汉语教育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节 泰英双语环境下幼儿汉语教师的教育措施建议 

 
对于泰国幼儿从小学习三种语言是不容易,因为幼儿需要进行反复的记忆和

训练。对于大多数学习汉语的泰国幼儿来说，幼儿在学习汉语初期，会遇到很多

的学习难点，语言思维的转换也会遇到很多障碍。而且汉语的发音、汉字、语法

是一门完全不同于他们母语系统的语言。因此汉语教师为如何提高幼儿的汉语水

平，如何在汉语课堂上进行有效生动活泼有趣的教学手段,才会使幼儿学习汉语

轻松快乐,享受学习时间。根据本校幼儿汉语习得中的问题，笔者对泰英双语环

境下的幼儿汉语教师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一、对幼儿汉语语音习得建议 
� � � （一）同化泰英发音相同点，注重泰语汉语音不同处教育 

教师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找出汉语发音和泰语、英语发音的不同，重视汉语发

音技能的教育引导。汉语教师应该对幼儿进行发音技能训练，如汉语教师可以引

导幼儿唱儿歌、或者说有趣的绕口令、简单的带有节奏的短语句子；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需要认真观看每一位幼儿的模仿的发音和嘴形,当出现发音不正确时,不要

责骂或者批评,要有耐心的再次进行教学,切记不要多次重复。每一次都需要给幼

儿一定的鼓励合和赞赏,增加幼儿对汉语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二）汉语语音教育需与幼儿个体的性格特点相互通 
   每个幼儿所处的家庭同样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家庭及文化背景所特

有的价值观也不相同，而且幼儿不仅在成长和发展的速度、需要、兴趣以及学习

的能力上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特点，这使得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不同，在汉语教育

训练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幼儿的特殊需要，不能把每个幼儿看成是一样的，相似的，

不能用同一个教育要求、方式、方法对待不同的幼儿。教师应先给幼儿示范说出

常见实物名称，身体各部位名称，自己的名字及大人的名字然后引导幼儿进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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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教育引导幼儿正确发音，应该先从 简单的单音字开始教，注意引导幼儿观

察具体的发音部位。汉语教师可以拿出实物，说出名称，然后用图片，再用口头

示范， 后让幼儿说出名称。 
（三）规范教师发音，使幼儿听清音节，正确学发音。例如，主题教学中《小

白兔白又白》儿歌导入汉语语言环境，“小白兔手工”深入汉语学习，2-3 岁幼

儿学习汉语模仿发音为主，教师在课堂中发音需要慢而有力，让幼儿听清使幼儿

发音尽量接近正确发音。汉语教师有情感的汉语语言发音教学，可以丰富幼儿的

生活内容，提高幼儿对汉语音节的潜意识记忆，加深幼儿对汉语的认知和理解。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尽量避免有意识“教”汉语的做法，汉语教师尽量用发音标

志目的语教学，尽可能地创设正确情绪的汉语语言环境，削弱幼儿对媒介语的依

赖性，使幼儿努力地调用感官跟随老师的节奏并给予老师一定反馈，让幼儿沉浸

在中文环境里，让幼儿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接受正确的汉语发音。 
 

二、对幼儿汉语语用习得建议 
（一）求同存异，创设高效的汉语语句教学 
对于海外幼儿汉语的使用情况都是在具体的语言情景中进行的。而在三语环

境下，幼儿面对不同的语言使用规则，会直观性的选择方便使用的语句规则进行

表达，所以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根据每个幼儿使用语句的失误进行正确的纠

正，而且使汉语句子教学情景化、交际化,使汉语语句实践练习结合具体的汉语

语言活动来进行。例如教授“ 这是......”的语句结构时,汉语教师可以使用图片

来创造语言情景。 
（二）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汉语阅读习惯 

阅读可以为幼儿的语句积累提供有效的帮助，是幼儿建立无意识汉语语句，

并使用到生活学习中。在三语教学环境下，幼儿教师应该为在每个不同年龄阶段

选择适合海外幼儿的分级汉语读物。在阅读中，汉语教师需要正确引导幼儿进行

阅读，充分利用幼儿的探究欲望进行故事学习，使用图片与文字结合的不同表达

方式正确表达故事主要内容。阅读故事结束后与幼儿进行交流，引导幼儿回忆故

事内容，并对幼儿进行提问，让幼儿使用汉语句子回答并谈一谈幼儿对故事情节

有什么发现，在生活中我们会怎么做？ 
（三）歌曲童谣练习汉语语句 

中文歌曲在汉语教学中，可以带动幼儿的快乐情绪，很多幼儿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现在很多中文儿歌对海外幼儿学习汉语句子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歌曲的句

子简单，儿歌的旋律也很欢快，非常的贴近幼儿生活的想法，充满童趣。汉语教

师在选择儿歌时可以配合主题教学，这样有助于幼儿记忆汉语句子和词汇。例如，

教学主题为《我的家人》，可以利用歌曲《家族歌》进行汉语教学，歌曲句式多

重复，幼儿对歌曲内容也能够正确理解，幼儿能够习得汉语的同时对汉语儿歌也

能产生喜爱。对幼儿习得汉语语法也有促进作用。 
（四）直观教具教学语句 
根据幼儿认知规律对发展，幼儿的思维表现是具体形象的，对于较小年龄阶

段的幼儿，在学习汉语单词时是能够直接看到或者日常中接触的。在汉语语言教

学中，汉语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对每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准备比较直观的教学教

具。例如，卡片，多媒体视频，科学小实验，有趣的形象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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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幼儿汉语书写习得建议 
（一）针对幼儿刚开始学习书写时，教师可以在绘画和游戏中为书写做准

备，如：先让幼儿从画有线条的图画开始,让幼儿先学习线条,在引入形状,引导幼

儿发现线条与形状的联系,引导幼儿发现书写与绘画的区别,同时教导幼儿书写的

正确姿势。 
（二）教师让幼儿在写写画画的过程中体验文字符号的功能,培养书写兴

趣。如：教师准备已经完成的简笔画,图上是常见的形状和线条,再利用线条和形

状简单的一个变化组合成一些比较形象的汉字。 
（三）教师在汉语书写教学中需要关注到每个幼儿习得书写的习惯，正确示

范书写方式。当幼儿出现书写顺序混乱错误，需要及时纠正，并让幼儿理解汉语

的书写方式。在汉字教学时，以形象字为引导，加深汉字教学的趣味性。创建适

合海外幼儿书写环境的汉字书写独特性，注重笔画、笔顺教学，引导幼儿画汉字

描笔画，从中体会中文汉字的独特性。 
 
四、对汉语教师本身的建议 

（一）汉语教师首先要具备汉语教学应有的教师素质 
幼儿汉语教师需要结合幼儿教师的特质,活泼,有趣,具有较强的耐心,对幼儿

的天真烂漫要报以欣赏的态度,不要过多阻止幼儿的好奇天性。在汉语教学过程

中,汉语发音速度不要太快,声音温和有波动,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组织能力。以幼

儿为中心引导他们对汉语产生兴趣,使他们主动发现汉语的不同,在幼儿表达时错

误的给予鼓励和纠正,正确的要鼓励继续引导,使幼儿轻松学汉语,教师快乐教汉

语。 
（二）汉语教师的教学态度要端正、性格脾气要好 
汉语课上有两类性格的教师:一类是性格外向开朗的教师,他们能够活跃课堂

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类教师是性格内向，一般课堂气氛比较沉闷。

但是我们不能就因教师的性格轻言断定哪类性格教师教学效果好，哪类教师教学

效果不好。这个度关键要靠教师自身去把控。所以汉语教师不断学习新知识，加

强交流，积极探索适合学生的学习方法。 
 
（三）利用幼儿语言能力的独特性提高汉语学习效果 
幼儿教师要有意识的培养幼儿的汉语语言能力，要在每一节课堂上组织一些

基础的汉语语言训练活动。让幼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和教师或者同伴使用汉语多

讲话，多交流，培养他们的汉语语言交际能力。当然，幼儿教师也要进行课后反

思，每一节课堂教学都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或者值得继续保持的教学方法，汉语

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回忆与反思是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汉语教师要与时俱

进用先进的教法手段组织汉语教学活动，逐渐提高每一节汉语课堂的教学效果。 
（四）幼儿汉语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的 
对幼儿学好汉语至关重要的是教学目的明确。采取灵活、科学、多样、生动

的教学方法达到高效的教学目的是汉语教学的关键所在。汉语教师讲授汉语课

时，一定要明确每一种练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围绕着教学目的和意图设计教学

环节，有针对性地讲解生词、语法、课文等内容。然后利用幼儿天真、纯洁、脆

弱的感情，极易受外界环境的感染和刺激。教师可以应运用直观、形象、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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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教具、头饰等进行汉语教学活动。幼儿期是个爱模仿、好动、充满好奇的

时期，根据幼儿的这些特点，在组织教育活动中充分提供让孩子动手操作的机会，

扮演角色的机会，寓教于乐，让幼儿在学中玩，在玩中增长知识，从而达到较高

的幼儿汉语教学目的。 
（五）幼儿汉语教师注重培养幼儿学习汉语的兴趣爱好 
兴趣是学习 好的老师,幼儿对学习越感兴趣提出的问题越多，通过提高课

堂教学活动的趣味性，让幼儿觉得有意思，所以要按照幼儿认知发展合理的安排

教学游戏来引导幼儿说汉语的主动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尽量想办法激发

幼儿对学汉语的兴趣，引导幼儿主动学习汉语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克服畏

难情绪,更好的学好汉语。幼儿在校生活中，教师可以讲一些跟汉语文化有关的

趣事，课程中在进行生词或者汉语句子练习时，尽量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例子。 
泰国幼儿汉语教学对每位幼儿汉语教师而言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幼儿汉

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语言环境和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寻找 适合当下泰国

幼儿的教学方法，做到及时反思及时解决的教学策略。幼儿汉语教师也要充分掌

握和运用幼儿年龄段的生理、心理特征，采取科学、灵活的多样的教学形式和教

学手段。幼儿汉语教师也要关注个体差异，平衡幼儿汉语学习程度。这样幼儿才

能逐渐提高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达到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目的。 好的方式

就是要努力给幼儿营造欢乐有趣的汉语学习环境 ，而幼儿汉语教师需要努力和

幼儿建立起信任关系，一旦取得学生的信任和喜爱，教学工作就会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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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泰英双语环境下，泰国幼儿汉语习得测试结果的总结与分析，对幼儿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提出建议，我们可以帮助海外幼儿汉语

教师更加了解幼儿在多语环境下习得不同语言的情况，同时可以让幼儿汉语教师

从教学过程中反思，从教学结果中总结，在面对多语环境下的幼儿语言学习特点，

幼儿汉语教师应该如何培养幼儿使用汉语语言技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如何引导培

养幼儿乐观自信的人格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为幼儿在多语言环境下创造一个

有趣的汉语学习环境，对幼儿汉语教育事业而言，我们需要所遇到的幼儿汉语习

得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汉语教师思考的，也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改进。幼儿汉语教

师的重要责任不止是让幼儿只学习汉语知识，其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我们需要同

时进行的，幼儿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也是为幼儿日后对汉语的认知学习打下一

个良好的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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