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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新疆学前双语幼儿园 384 名维吾尔族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国际通用儿童语言研

究工具和汉语语料库研究方法，探讨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的汉语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了

学前民族儿童汉语学习呈现不断递升的发展图景，在汉语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叙事语言和学业

语言，以及汉语平均语句长度等方面逐渐发展的态势，报告了学前民族儿童汉语入学准备的良好前景;

根据学前民族儿童汉语语言学习与发展规律，对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提出了整合有序的教育模式的建

议; 同时针对学前民族儿童与汉语为母语儿童之间的汉语语义发展差距，建议新疆学前双语教育重视

引入早期阅读理念和图画书资源，为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习构建高质量的语言输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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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双语儿童的发展与教育已成为国际儿童语言研究的特别关注。由于全球化趋势导致的不

少国家人口流动活跃和规模化的态势，打破了传统有关双语概念和双语教育认知的局限。研究者发现

了发展迅速的社会环境中，儿童的双语乃至多语的学习环境已经成为客观存在; 非平衡的双语或多语

输入，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的某种取舍; 所处社会环境的通用标准语言，是儿童学习

和交流的最重要途径，这是多元文化和多语言学习者不可回避的客观环境。①新“门槛理论”提出，当儿

童的双语能力突破一定的“门槛”水平后，使用两种语言对儿童认知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挑战将转化为优

势，积极影响儿童发展的认知水平和学业水平。②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有关早期双语学习的研

究，让我们看到早期双语学习者大脑可塑性的增强，双语调节脑部的相关功能和实现脑功能重塑和再

组织的效果。③与此同时，有关研究者还指出，双语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任务，所有的环境因素包括儿童

家庭环境、获得的语言输入、教育机构情境等因素，都会对儿童双语发展及认知、学业发展产生影响; 而

良好的双语教育环境和高质量的教育支持，才能真正提供机会帮助儿童将学习的语言转化为发展优

势，促进他们的学业水平发展。④

事实上，我国政府近年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在我国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

展规划中，将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纳入国家计划予以重点投入。新疆少数民族学

前儿童双语学习与教育，重在帮助少数民族儿童在早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获得终身学习的

起点经验。少数民族儿童汉语发展与教育问题，已经超越语言自身的意义，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儿童发

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具有解决处境不利儿童早期教育公平机会，提高国家 21 世纪人力资源竞争力的重

1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大战略意义。在国家和地方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农村学前双语教育幼儿园得到迅速建设和发展，少数

民族儿童达到学前两年入园率 90% 以上的时候，研究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汉语发展现

状，对探讨新疆学前双语教育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方法，在近年国际国内的研究中也已获得长足的进步。重新审视儿童语

言学习与发展，儿童的语言获得不再拘泥于词汇与句子的习得，理解性词汇语义和表达性词汇语义，儿

童平均语句长度和平均最长的 5 个语句的长度，儿童叙事语言发展水平评估，儿童学业语言发展水平

评估等等，都纳入了研究者全方位评价儿童语言的发展水平的视野。与此同时，语料库研究方法，通过

计算机处理分析儿童语言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儿童语言学界通用的方式。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代，CHILDES( 国际儿童语言语料交换系统) 的建立，使得不同语种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得到

了跨越式的发展，通过标准数据处理程序轻松地对儿童语言进行复制、编辑和分析，中文儿童语言研究

可以直接运算分析中文儿童语料。⑤

扫描国际国内儿童语言研究，有关汉语儿童双语或者少数民族儿童双语发展研究成果，一直处于

缺位状态。因此，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儿童语料库研究方法，并综合采用一系列儿童语言发展评估

工具与手段，研究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汉语学习与发展的现状，试图寻找民族儿童学习

汉语的规律特点，为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提供切实可供参考的依据。

二 研究方法

1、被试选择

本研究选取乌鲁木齐市和托克逊县 12 所公立幼儿园 4—6 岁维吾尔族学前儿童 384 名，男女按照

1: 1 比例抽取。( 1) 每个班级随机抽取 8 名维吾尔族儿童，所选班级均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儿童混合班

级，共计 48 个班级。( 2) 抽测班级实行汉语教学，儿童在幼儿园接触到的语言以汉语为主。( 3) 由班级

中汉语教师随机选取少数民族儿童，抽取儿童前未告诉老师测查内容，仅告知选取原则:①小班抽取年

龄为 48 个月( 4 岁组) ，中班抽取年龄为 60 个月( 5 岁组) ，大班抽取年龄为 72 个月( 6 岁组) ，上下浮动

3 个月。②民族儿童汉语水平正常，能够代表班级基本水平，不可以选择水平过低或过高的儿童。儿童

所在幼儿园根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评定的级别，有城市示范幼儿园、城市普通幼儿园、乡镇示范幼儿

园、城郊务工家庭子女的幼儿园等不同层次。
2、测查工具

( 1) 汉语接受性词汇测验: 选用毕保德图片词汇测试修订版(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Ｒ，陆

莉，刘鸿香，1994) ⑥测查儿童汉语接受性词汇即理解性语义发展水平。该测试向儿童呈现每页四幅图

片，施测者说出目标词汇，儿童需要指出四幅图中哪一幅代表目标词汇。
( 2) 汉语表达性词汇测验: 选用儿童表达性词汇测试量表( Expressive Vocabulary Test，Williams，

1997，华东师大儿童语言研究中心翻译和改编) ⑦测查被试儿童的表达性语义发展水平。在这一测试

中，前 38 题是向儿童出示图片并提问“这是什么”，儿童说出的词汇需要代表图画的内容; 后 66 题是根

据图片和施测者提供的词汇，儿童需要说出同义词。
( 3) 汉语叙事语言发展水平测验: 选用 Schneider 等人编制的 The Edmonton Narrative Norms Instru-

ment( ENNI) ，⑧通过图画故事阅读理解与表达评估儿童叙事语言发展水平。该测试是由 A 和 B 两个平

行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由三个由浅入深的无文字连环画故事构成。测试中儿童自主阅读图画故事 5
分钟，然后依次复述 3 个故事并录音，之后施测者根据三个不同的故事，依次用汉语向儿童提问测量儿

童对阅读的理解程度。
( 4) 汉语学业语言发展水平测验: 汉语学业语言测量工具由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团队与华东

师大儿童语言研究中心基于“英语儿童学业语言发展水平测试”⑨共同研发，已有部分中国常模数据。
测试关注儿童对学业语言中的指代关系、修饰限定关系、逻辑关系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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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料收集

本研究在测查的同时，通过让儿童阅读图画书和图片后进行讲述，收集到 380 名民族儿童每人 4
个片段的汉语语料。后期将录音中儿童讲述的言语按照“国际儿童语言研究系统”( CHILDES) 进行转

录编码，编码后的文件用 CLAN 程序进行处理，⑩获得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平均语句长度和最长 5 句话

语平均语句长度等分析结果。

三 研究结果

1、学前民族儿童的汉语理解性与表达性语义发展

词汇语义是儿童语言能力的基础，分为理解性语义与表达性语义两个方面，分别指儿童能够辨认

和理解的单词或者能用正确发音表达的单词。瑏瑡词义的理解是儿童正确使用和理解语言的基础，是语言

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方面。
研究者采用汉语理解性词汇测验和汉语表达性词汇测验，考察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

汉语理解性与表达性语义发展现状。下图 1—2 可以看出，4—6 岁少数民族儿童的理解性语义和表达

性语义发展水平随着年龄变化而逐渐提高;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之间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汉语

理解性和表达性语义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F( 2，374) = 72． 291，P ＜ 0． 001，ω2 = 0． 275 ) 。研究结果同时

指出，民族儿童的理解性语义能力发展在 5—6 岁有显著提升的态势; 而 4—6 岁少数民族儿童的表达

性语义能力一直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研究结果可能预示，在现有的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5 岁至 6
岁是民族儿童汉语词汇语义比较快速习得成长的阶段。

图 1—2 新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理解性词汇与表达性词汇测验得分示意图

进一步分析新疆学前民族儿童汉语的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报告儿童的

理解性语义水平和表达性语义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高相关关系( Ｒ = 0． 772，P ＜ 0． 001) ; 同时儿童理解

性语义水平对他们的表达性语义发展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变异解释量为 59． 6% ; 以 Y 表示儿童的表

达性语义能力，X 表示儿童的接受性语义能力，线性方程为: Y = 0． 778X + 8． 614; 分析结果说明从 4—6
岁整体来看，新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语理解性和表达性语义能力呈线性发展趋势。

此外，研究结果还报告了民族儿童理解性语义 PPVT 测验中，不同类型词汇的错误率情况 ( 见

图 3) 。研究者对理解性语义测验工具 125 题做了词类上的划分，统计了每位儿童的 PPVT 总错误率、名
词词类错误率、动词词类错误率和修饰词类错误率，发现了下图的错误率结果。总体上看，在民族儿童

汉语理解性和表达性语义逐渐上升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理解性语义错误率由 4 岁的 58． 95% 降低到 6
岁的 36． 50%，降幅为 22． 45%，说明随年龄增长学前儿童对实词的理解程度在不断提高; 在各种类型实

词习得过程中，名词错误率由 4 岁的 56． 62%降低到 6 岁的 31． 53%，降幅为 25． 09%，表明民族儿童的

名词错误率相对较低且错误率下降速度较快; 儿童的动词错误率由 4 岁的 69． 10% 降低到 6 岁的

51． 02%，降幅为 18． 98%，让我们看到民族儿童随年龄增长对动词的掌握程度有所提高，但错误率仍然

在 50%以上。上述结果证明儿童对汉语实词类型习得较早，而名词习得的比例最高的已有结论规

律; 瑏瑢同时，动词错误率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少数民族儿童汉语学习的特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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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疆不同年龄少数民族学前儿童 PPVT 各词类的错误率统计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4—6 岁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的民族儿童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发

展水平，三组儿童平均得分为 9． 18，15． 80，32． 38 和 9． 47，22． 31，37． 46; 与研究匹配测查的上海汉语为

母语儿童的三组得分相比较，上海儿童三组得分为理解性语义 30． 50，45． 45，70． 95，表达性语义 42． 93，

47． 10，56． 75。这样的结果可能提示我们，双语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一方面少数民族儿童进入双

语教育的开端阶段，他们的学习存在一定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语义的理解滞后于语义表达，

是否质疑双语教育环境中的语言输入数量和质量问题。
2、学前民族儿童的汉语看图叙事语言发展

儿童叙事语言发展，是指儿童讲述自己生活中故事或者看图讲述故事的语言经验的成长。叙事语

言测验，考察的是儿童能否具备脱离语境的语言能力，能否清楚有条理地叙述一个故事，特别关注故事

叙述的基本结构要素。本研究采用 ENNI 工具，通过无字的图画测查儿童阅读理解故事与使用叙事语

言表达水平。
首先考察民族儿童看图叙事的汉语故事语法结构水平( 见图 4) 。情境设置、故事开端、内心动态、

故事发展、故事结果和角色反应被认定为六个故事叙述结构要素，研究发现，三个年龄组民族儿童在看

图叙述的这六个要素方面，故事结构水平呈现出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 儿童在 4—5 岁之间

汉语叙事故事结构水平的发展速率高于 5—6 岁之间; 同一年龄段组儿童之间个体差异明显; 儿童看图

叙事故事结构水平在 4 岁组与 5 岁组、5 岁组与 6 岁组、4 岁组与 6 岁组三个年龄组之间均存在着显著

差异( 事后检验 Dunnett T3，P ＜ 0． 05) 。

图 4 不同年龄新疆民族儿童汉语看图叙事故事语法结构点得分率均值比较

在六个看图叙事结构要素之中，研究发现民族儿童有关角色内心动态的结构要素习得较迟且发展

速度慢。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四岁组的儿童在叙事的内心动态语法结构要素上基本没有得分，五岁组

和六岁组略有发展( 见图 4) 。这个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儿童叙事过程中描述角色内心活

动的现象出现较晚; 一方面说明儿童阅读图画故事的理解遵循着由图画形象—事件行动—角色状态的

发展顺序，同时也证明阅读图画故事和叙事角色内心动态受到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制约。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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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发现新疆民族儿童习得较早的是故事开端、故事发展和故事结果三个结构要素。如图 4
和图 5，儿童在看图叙事的讲述过程中，较早也较为频繁出现有开端、有发展、有结果的故事叙事。六岁

时 50%以上的民族儿童能够提及叙事故事的开端、故事发展和故事结果。该项发现验证了国际国内有

关儿童早期叙事语言发展存在着核心结构要素的研究结果，瑏瑤同时认为讲出故事开端、故事发展和故事

结果，是民族儿童早期汉语叙事讲述学习的核心结构能力。

图 5 不同年龄新疆民族儿童汉语看图叙述故事核心语法结构点比较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看图叙事内容对民族儿童叙事水平存在着一定影响。本研究采用三个分别

围绕 A1 球、A2 游泳池和 A3 玩具飞机展开内容的图画故事，这三个无字图画故事的内容复杂程度有依

次逐步提升倾向。根据故事结构水平得分的赋值要求，儿童应在正确阅读认知无字图画内容基础上进

行讲述。分析结果显示( 见图 6) ，儿童得分率较低的是第二个故事，而不是复杂程度最高的第三个图

画故事。据此我们认为，对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儿童来说，有关游泳池的生活经验可能比较少，因而导致

研究结果的地区文化差异。

图 6 不同年龄新疆民族儿童在三个图画故事讲述中的得分率均值比较

3、学前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业语言发展

早期儿童的学业语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交流，但是具有书面语言特征的语言，呈现出比较简洁、
明确、客观和有逻辑的特点，需要儿童在语言学习和使用过程中逐渐理解语言中某些特定关系词汇，并

尝试使用这些词汇来连接组织复合句式，并理解和表达语言内容上下文意义。本研究采用的早期儿童

学业语言测验重点考察儿童对指代关系词汇、限定修饰关系词汇、关联词所代表的句子逻辑关系的理

解，同时要求幼儿观察图片画面，进行说明性讲述，以此考察他们的学业语言习得现状。
表 1 展示了新疆学前民族儿童汉语学业语言测查的结果。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儿童来说，他们

开端阶段的学业语言学习发展显然存在困难，但是仍然有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而逐步提升的态势; 研究

同时发现了个体差异较大的发展现状，表明学业语言的早期习得可能与儿童在教育机构之外的生活环

境有一定的关系。
从学业语言的各部分得分情况看，民族儿童在测查的前三个部分，即指代关系词汇、限定修饰关系

词汇和关联词汇与句子逻辑关系几个方面，学业语言发展都呈现出了统一的上升态势。但是，民族儿

童对汉语指代关系词汇的理解得分明显低于其它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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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龄组新疆学前民族儿童汉语学业语言测评得分情况

年龄 指代关系 限定修饰关系 关联词及句子逻辑关系 总分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4 1． 53 1． 42 1． 54 4． 75 0 14 4． 17
5 2． 01 2． 27 2． 29 6． 52 0 16 3． 84
6 2． 77 3． 25 2． 92 8． 95 0 17 3． 13

汉语学业语言测查的第四部分，让民族儿童观看苹果和皮球的图片，分别进行说明性讲述。从图 7
中我们看到民族儿童运用汉语学业语言讲述的能力随年龄增长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特别是经历一年

以上的学前机构双语教育课程学习，他们讲述的角度和范围都有较大范围的拓展。与此相关的现象

是，在儿童的汉语说明性讲述中，4 岁儿童基本还不使用复合句; 5 岁儿童汉语说明性讲述使用复合句

的比例有了较大的变化; 6 岁儿童的汉语说明性讲述，所使用的复合句比例占平均最长 5 句话的

11． 36%。而民族儿童学业语言测验前三部分总分和说明性讲述的得分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 72。
这些结果让我们确信，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业语言将在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获得良好发展的前景。

图 7 学前民族儿童说明性讲述与平均语句长度等语言要素发展分析

4、学前民族儿童的平均语句长度发展及相关分析

如前所述，在国际儿童语言研究范畴中，平均语句长度 ( MLU ) 和最长 5 句话语的平均长度

( MLU5) ，已成为公认的儿童句法发展非标准化评量的主要工具，同时在一系列儿童汉语发展研究中得

到证实。瑏瑥本研究借此对学前民族儿童的语料进行运算分析，并获得一些研究结果。
有关学前民族儿童在叙事语言任务中的汉语看图讲述，语料分析儿童汉语句法发展水平有迅速增

长的发展趋势( 见图 8) 。在叙事讲述中，4 岁组儿童的平均语句长度均值分别为 0． 767，平均最长 5 句

话长度均值为 1． 397; 5 岁组儿童的平均语句长度均值和平均最长 5 句话长度均值增长接近了 4 倍; 6
岁组儿童的平均语句长度均值增长为 5． 149，平均最长 5 句话长度均值为 9． 493。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民族学前儿童的在学业语言情景中的说明性讲述，在逐渐提升的发展态势下，有着不同于叙事讲述语

言的发展速率( 见图 8) 。这个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早期儿童学业语言的学习难于叙事语言，学业

语言的发展速率与叙事语言并不同步，这点需要教育工作者予以充分重视。

图 8 学前民族儿童说明性讲述和叙事性讲述的 MLU 和 MLU5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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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前民族儿童的语言发展各个方面成绩的相关分析告诉我们( 见表 2 ) ，这些儿童在不

同年龄阶段的理解性与表达性词汇发展水平，平均语句长度与最长 5 句话语的平均长度，他们的叙事

语言发展水平和他们的学业语言发展水平，都存在着显著相关的关系，证明了在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

的民族儿童语言学习，有着整体一致互为支撑的发展过程。

表 2 新疆民族儿童各语言能力间的相关( 控制年龄因素)

理解性词汇 表达性词汇 平均语句长度
最长 5 句话语
平均语句长度

学业语言
能力

表达性词汇 0． 68＊＊＊

平均语句长度 0． 39＊＊＊ 0． 59＊＊＊

最长 5 句话语平均语句长度 0． 40＊＊＊ 0． 59＊＊＊ 0． 98＊＊＊

学业语言能力 0． 40＊＊＊ 0． 45＊＊＊ 0． 31＊＊＊ 0． 31＊＊＊

叙事语言能力 0． 42＊＊ 0． 61＊＊＊ 0． 73＊＊＊ 0． 74＊＊＊ 0． 28＊＊＊

注: * 0． 01 ＜ p ＜ 0． 05; ＊＊0． 001 ＜ p ＜ 0． 01; ＊＊＊p ＜ 0． 001

四 研究结论

第一，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汉语学习呈现不断递升的发展图景。
分析新疆民族学前儿童汉语学习与发展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一个多方面不断递升的汉

语习得发展图景。民族儿童的汉语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发展水平随着年龄变化而逐渐提高; 存在

着与汉语为母语儿童相似的实词在先的发展模型;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民族儿童汉语词汇理解和运

用的错误率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民族儿童的叙事语言发展水平，在叙事故事结构各个要素习得和运

用方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态势，存在着几个属于学前阶段特征的叙事核心能力构建过程; 同时他们

运用汉语讲述的水平也在教育情境中不断提升。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业语言发展水平，在学前阶段学业

语言核心能力的几个要素，如指代关系词汇、限定修饰关系词汇和关联词语与句子逻辑关系方面，以及

学业语言运用于说明性讲述句法等语言水平逐渐提高的表现，都预示了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业语言将在

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获得良好发展的前景。通过语料库方法分析的民族儿童平均语句长度和最长5 句

话语的平均语句长度，都在组间差异水平显著的状态下反映了民族儿童汉语句法水平不断发展的

趋势。
我们认为，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的民族儿童汉语学习，已经获得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前景。经

过学前阶段双语教育的民族儿童，将为入学后使用汉语进行的正式学业教育做好准备，也为他们的终

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习需要整合有序的教育模式。
研究结果明确提示我们，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习，是在整合的状态下逐步

习得发展的。汉语是民族儿童的第二语言，在他们来到幼儿园之前，他们每天在家里与父母家人互动

已经获得了达到一般交流使用水平的母语，来到幼儿园学习汉语的同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与周围的母

语互动交往的环境。儿童原有的母语可能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门槛”，支持他们跨过这道门槛进入汉

语学习的良性状态。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研究已经展示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民族儿童的语言

发展在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句法结构、叙事能力和说明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发展态

势。这样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儿童语言发展的整体性特点，即使在民族儿童第二语言汉语学习方

面也不例外。教育可以从中获得的重要信息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也必须遵从儿童语言学习的规律，不

能将儿童局限在单词和句型的框架中机械枯燥地学习。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的民族儿童汉语学习，在考虑整合一体学习的同时

还应当考虑有序的问题。这个有序是民族儿童汉语学习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比如，研究结果报告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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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儿童的叙事语言发展与学业语言发展速率不同步。虽然学前民族儿童的说明性讲述句法水平也

在逐渐提升，但是不同于叙事讲述语言的发展速率。这个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早期儿童学业语言

的学习难于叙事语言，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尤其困难。这点需要教育工作者予以充分重视，并在

教育情境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设计组织上予以反映。
第三，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习需要高质量的语言输入过程。
研究在报告民族学前儿童理解性语义和表达性语义逐渐提升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汉语

的语义发展与汉语为母语的儿童之间的差距。国际有关研究也已证明，双语儿童词汇量在发展过程中

可能落后于单语儿童; 瑏瑦如果没有获得良好的正规双语教育，双语人口的第二语言水平在词义理解和词

汇广度等方面都会明显落后于单一母语人群。瑏瑧因此，民族儿童汉语学习的语义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

是新疆学前双语教育的一个瓶颈性问题，必须引起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双层面的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解决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语义学习与发展的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创设

良好的双语教育环境，为民族儿童汉语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语言输入过程。将早期阅读教育理念和丰富

有趣的图画书资源带入新疆学前双语教育，真正做到“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

一起看图书、讲故事，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进一步拓展学习经验。”瑏瑨

高质量图画书与高质量汉语信息输入与学习过程，将从根本上促进新疆学前双语教育情境中民族儿童

的汉语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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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Acquisition of Uygur
Children in Bilingual Preschools in Xinjiang

ZHOU Jing LI Chuanjiang DU Lijun WANG Feixia CHEN Si
( Center for Chinese Ｒesearch and Appli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acquisition of Uygur children in Xinjiang．
Participants are 384 Uygur children aged from three to six randomly selected from 24 local bilingual kindergar-
tens． PPVT，EVT and other language tools are applied to assess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Children'
s development of MLU，as well as other measurement，is also examined through electronic language database
analysis ( CHILDES) ． Findings show a development profile that children’s receptive language，expressive
language，narrative language，academic language and MLU gradually develop with ages． Ｒesul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Uygur children i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Therefore，sugges-
tions are made to promote earl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as follows． First，an integrative and balanced
model could be adopted for bilingual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econd，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troduction of reading and picture books at the early age due to the gap of Mandarin acquisition between eth-
nic preschool children and Han children; Third，a high quality Mandarin language input process should be
built for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Keywords: Xin Jiang; Preschool Ethnic Children; Mandar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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