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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适应

能力、思维品质、心理状态。教师基于母语教育特点，

提升儿童表达与思维能力尤为重要，它不仅是语文学习

的基础，也是儿童未来学习、生活和参与竞争的核心能

力。

一、表达与思维能力培养目标

（一）明确表达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密切相关，语言表达是思

维的外显，思维的发展会促进语言表达的丰富性[1]。提

升儿童语言表达能力是培养其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细化表达与思维培养目标

表达能力目标：通过绘本阅读、故事讲述、角色扮

演等活动，提升儿童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信心，使其能够

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思维能力目标：通过问题引导、讨论交流、创意交

流等活动，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使其能够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

基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2]相关要求，

明确低年级儿童的培养目标：

1.学会集中注意力，有礼貌专心听讲，他人发言时

不举手、不打断。等说完再表达。

2.带着思考听，用微表情或动作回应，尊重不同

见解。

3.能有根据地表达，可借助肢体动作辅助表达。

4.通过回应、叙述、游戏、表演等，把故事讲给他

人听。并把这一技能用到其他学科。

5.留心观察学校、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节日习俗，

借传统节日活动，学习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

少数民族文化。

二、提升表达与思维品质的课程建构

（一）构建“一体两翼”课程载体

语文学习处于母语教育环境，其资源无处不在，教

师要因势利导，开发、利用好母语教育资源。幼儿园的

教育教学目标和方式、管理模式、家庭因素等均会导致

儿童个体发展差异，给小学语文教学带来挑战。助力儿

童快速起跑，既有坡度，又有速度，需要开发教育教学

资源，借助一些拓展性课程来实现。

基于课程标准建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确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基于低年段特点，从四个方面开发课程：红色+传统文

化课程、主题性课程、体验性课程、整合性课程。

“一体”即教材为主体。“两翼”即阅读+整合课程

扩领域；节日+体验课程拓载体。让幼小衔接有趣、有

法、有序、有效，让思维过程可视化。开发思维表达资

源库、绘本课程资源库、节日课程资源库。

1.传统节日课程——传统节日我传承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蕴含着民族文化、习俗、精

神、教育意义。是民族文化自信建立的重要载体。通过

传统节日的系列活动，在每个节日前夕做好设计，指导

儿童围绕传统文化，开展调查研究、资料查阅或实地考

察、动手实践、模拟表演等，链接生活情境更加丰富多

元地体会传统节日的内涵和意义。

传统节日文化要在幼儿园所了解、感知基础上，加

深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建构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增强民

族责任感，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渗透爱国情怀。

主题筛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

中秋节、重阳、冬至、腊八。活动形式：讲故事、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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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表达是思维的外显，思维的发展会促进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在幼小衔接阶段，如何针对儿童的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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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活需求出发，结合教材，适时开发资源，通过问题链诱发深度讨论等多种策略和路径，鼓励儿童大胆表达新

的见解，搭建支架、提供话术，启发儿童行走在自由表达的道路上并拾级而上，感受敢于表达和深入思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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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动手做、亲口品、看录像、采访、做讲坛、画导图

等方式系统了解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价值观主题阅读课程

儿童阅读起着特殊作用，精心选择读本开展哲学启

蒙、思辨表达的训练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课程要

设计体系，成序列开展。

针对儿童正确价值观养成教育[3]开发阅读课程。如

民主：《毛遂自荐》等；健康：《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等；

关爱：《阿莫的生病日》等；诚信：《手捧空花盆的孩

子》等；沟通：《不要急　等一会》等；规则：《大卫　

不可以》等；宽容：《我会原谅别人》等；合作：《三个

和尚》《老榕树的心愿》等。

3.思辨能力拓展课程

通过建立适合低年级特点的读物或生活话题，挖掘

儿童思辨能力培养资源库，挖掘讨论的价值取向，编织

思维问题链，诱发讨论，引导思维向纵深发展。如二年

级下册第五单元，学习《寓言二则》链接《自作聪明的

驴子》《钉子》；《画杨桃》链接《启示》《从哪头剥香

蕉》；《小马过河》链接《动手做做看》《小白兔画骆驼》。

引导学生分别从踏实做事，不拖拉、老经验的局限；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尊重他人；实践出真知、不盲从权威，

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等多元角度展开思辨。

4.“四维”体验课程

借鉴罗崇敏“三生教育”思想，基于“生长教育、

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灾难教育”，开发“四维”阅读实

践资源，发展思维和生存能力。

生长教育：《我学会了独立》《文具的家》——体验

老人学自立。生命教育：《不能做的危险事》等——体验

盲人，蒙眼睛做事。劝阻他人不做危险的事。生存教育：

《爸爸妈妈不是我保姆》——体验浇花、种植或养殖、会

洗简单衣物等。灾难教育：《灾难来临时》——学习逃生

办法、参加消防演习，失散时处理，知道火警、盗警、

交通事故、急救等电话，会看标志牌。

三、聚焦表达与思维品质提升的实施策略

（一）承认差异　分层设计　培养阶梯化

1.承认差异　面向全体儿童

儿童在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自信和适应性存

在差异。有的思维连贯、表达流畅；有的表达碎片化，

连贯性和逻辑性差。入学之初，精心设计引发表达欲望

和深度思考的问题链，使其思维发展“下能保底，上不

封顶”，让不同基础的儿童都能得到发展。

2.表达碰撞　营造讨论氛围

在情境和学习氛围中发展思辨性。从表达入手建立

自信，让思维可视化。鼓励儿童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并且

在交流碰撞中迭代，产生新思考、获得启迪，利用问题

链引发深度思维。如《骆驼和羊》，从看待自身、对待他

人、评理对象的选择等维度多元思辨，指向核心素养。

3.提供话术　提升概括能力

学生表达进阶，教师要提供支架，如二年级《我是

一只小虫子》说清做一只小虫子不好的多个原因时，学

生可以用序数词、关联词“既…而且…，所以…”；还

可以用短语罗列。再如《小马过河》“因为…既不像…也

不像…，所以…既不像…也不像…”总结小马的感受。

这些表达对低年级来说很有难度，在老师的话术支

架助力下，实现高阶思维的提升，体验成功的喜悦。

（二）搭建支架　顺学而研　培养深究意识

1.顺学而研　小问题“研究”

课内学习如同一粒火种，往往能点燃儿童探究某类

问题的热情。基于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呼唤，基于

学情，从小点燃钻研的火种，引导儿童冲破教材屏障，促

使思维向广、向深延展。如学习《植物妈妈有办法》，有

学生做讲坛《植物的立足之本——根》从根的构造、根系、

变态根种类、作用、可移动的根、世界之最、根雕等。

《秋天》写大雁为什么要排两种队形呢？学习《小猫

刮胡子》研究一下猫胡子的作用……激励学生查阅资料，

从“问题的提出、问题的猜想、问题的解决、我想说的

话、参考文献”做研究，拼剪成研究报告，标注出处，

并学着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感兴趣的问题。

2.鼓励质疑　提升思维品质

学贵有疑，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如《回声》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分别

设计质疑环节。学生会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课前质疑：

为什么有的地方有回声，有的地方有嗡嗡声？课中设疑：

青蛙妈妈为什么用水波演示，不直接讲解呢？课后质

疑：回声有什么用呢？怎么克服它的干扰？进而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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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有用——可控等研学内容，相机整合科学，AI助

力，引导思维深、活、广。

转述、质疑或对事情的评价、深思能力是属于儿童

高阶思维的范畴，会让孩子在不断的追问、思考、评价、

精研中提升思考能力，发展思维的敏捷性、批判性。

3.精设问题链　引发讨论深思

通过问题链，引发孩子深思，在具体情境和思维碰

撞中提升思维品质。以文体情境为诱因，引发儿童参与

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因势利导，根据基础问题，

顺应儿童思维走向，相机追问，让讨论更加深入、目标

更加清晰，实现思维进阶。如《恶龙与巨人》[4]问题链：

（1）照镜子：你能通过一个人的外表判断他是否勇

敢吗？你能看起来很害怕，但依然很勇敢吗？（2）决定

爬山：做一些有危险的事情能证明你是勇敢的吗？（3）

跳着避开蛇：一个敢于面对每一个危险的人，是不是勇

敢的人？【判断非鲁莽】如果你做了一件别人强迫你的

危险的事，这样算勇敢吗？（4）跳着避开山崩：面对危

险，逃避是勇敢吗？吓得发抖，还是勇敢吗？有没有可

能：特殊情况下既害怕，又勇敢？（5）躲进衣橱和被子

下：勇敢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勇敢的吗？为何青蛙和蟾蜍

都说对方很勇敢？你有做过认为勇敢的事吗？

这样的问题链环环相扣，逐层递进，引导学生开展深

入思辨，多种思想的碰撞和整合，会让儿童在一个主题的

讨论中生发出多种角度、产生新主张、见解，感受到表达

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升个体表达的自信和思维品质。

（三）跨学科建模　AI赋能　改变学思面貌

1.跨学科学习建模

根据新一轮课程改革对跨学科的要求，基于教材跨

学科学习为例：遵循儿童学习需求，按照逻辑线索，重

组教学内容和流程，穿插授课，融合教学。对科普类文

章的以课内教材一年级上册《影子》跨学科融合式为例：

体验感悟（玩游戏知影子）——回归课堂（随文识

字悟亲密）——延伸整合（科学实验造影子）——链接

生活（谈影子用影子）——开拓眼界（科技秀魔法影子）

将体育（踩影子）、科学（桌面造影子体会光源、角

度和影子关系）、美学（彩色影子、皮影艺术、人影、沙

画、灯光秀）、历史文学（成语故事、诗词）、应用学

（无影灯、真假照片破案、科技灯下彩色魔幻影子）有

机融合，促进儿童对自然奥秘的探索，构建系统知识体

系和思考路径，儿童通过思维深度追问和探究，在兴致

勃勃中表达思考，精进提升。

2.AI赋能　学科建模

AI为课堂教与学带来了新契机，教师要“因学制

宜”，根据学生学习需求，相机解困答疑，提高思辨能力

有了更有利工具——AI，可以极大高效提升学与思的品

质。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灵活采取多元教学模式，借

力AI技术，实现教学效益最大化。

如《回声》教学，整合抛锚教学模式、探究教学模

式、情境教学模式。教学环节根据学生认知规律、文本

内在逻辑，编排设计教学程序。

前置作业，准备学习→扫清障碍，激趣抛锚→精读

体验，整合探究→合作交流，拓展知识→总结综述，作

业评价

借助AI赋能教学，鼓励质疑，运用整合思想，适时

融入科学：

（1）课前点燃：动画+VR体验回声：回声怎么产生？

（2）课中推动：①声波怎么产生的？借助智能体讲

解+动画理解原理。②妈妈为什么用水波演示，而不直

接讲解呢？

（3）课后助力：为什么有多次回声？作用、干扰管

控？视频+动画：了解B超、探测器、雷达等应用，音

乐厅对回声利用和管控等，激发儿童利用科学知识改变

生活的美好愿望。

AI技术提供了大量生动直观的资源，满足了生成性

问题的答疑，问题交互性强，点燃思维火种。不仅能极

大调动学习兴趣，激发表达愿望，更提升了思考表达质

疑品质。跨学科整合思想和AI赋能，满足了儿童求知

欲，让思维螺旋上升，打破学科壁垒，服务于儿童学与

思的需求，让跨学科融合常态化！

结束语

总之，以课程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以生活为基础、

发展为主线、AI巧赋能，整合诸元素，统整课程与实施，

在学科教学中，提升幼小衔接质量，在改善低年级儿童

语文表达与思维面貌方面做出实践性探索，对促进拔尖

人才早发现、早培养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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