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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语 言 教 育 论 析

陈 恩 泉

语言
,

从内部规律来说
,

是由任意的语音系列组成的一种完整而复杂的结构系统
,
从交

际职能来说
,

是人们利用来彼此交际
,

交流思想
,

达到互相了解的一种手段
。

语言和思维关系密切
。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者
,

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 思维则是被表现者

,

是语言所表现的内容
,

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离开了语言的思维
,

或者离开了思维的语

言
,

都是不可思议的
。

被称为语言三要素的语音
、

词汇和语法
,

是人类反映客观事物— 思维活动全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要素
。

换句话说
,

人要进行思维
,

表达思想
,

必须掌握一种语言
。

首先掌握该语言

的语音系统
,

以及它所反映的事物概念 (词语意义 )
,

同时
,

还要了解那些词语须按何种格式

组合起来才能表达思想的
“

秘诀
” ,

并且学会使用它
。

有此基础
,

人类的思想交流— 言语交

际才有可能发生
。

儿童语言的发生与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个客观规律
。

学前期儿童的语言

(一 ) 儿 童语言的发生发展

初生婴儿头几个月
,

脑功能的发育很不健全
,

言语活动中枢— 大脑左半球的语言机制

还未完善
,

还没有思维活动的能力
。

发音器官也正处于发育初期
,
口腔还不会作多种动作变

化
,

舌头还不能有意识地进行协调发音的运动
。

虽然婴儿一落地就能发声— 啼哭
,

甚至这

种啼哭声
,

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婴儿表现肚饥
、

不舒适或者疼痛的手段
,

也还不是一种语

音系统
。

尽管如此
,

婴儿啼哭以及 吸吮乳汁时 口腔的活动
,

却大大锻炼了发音器官机能
,

对

语音的发生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

一般认为
,

六个月至十个月
,

是婴儿
“

晰呀学语
”

的时期
。

此时
, “

唱唱细语
”

声
,

渐渐发

展成为更富有语音变化的声音
:

婴儿开始用元音
,

接着用辅音中的唇音
、

舌尖音等来模仿人

们 的发音
。

十个月至一岁 (或者更早一点儿 )
,

婴儿 已经能逐渐理解和识别某些有意夸大的手

势
、

语调以及经常出现的同他们 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词和短语
,

甚至能听懂某些命令句格

式的言语了
。

这个时期
,

是儿童从
“

内在言语活动
”

转向接近于成年人的言语交际活动的重要

时期
。

他们从只能听懂人们的某些话语发展到不仅能听懂
,

而且能主动而有意识地使用有声

语言
。

这是儿童语言发展上的一次飞 跃
。

儿童语言的发展
,

反映在词汇方面是
:

随着年龄增长
,

词语越积累越多
, ① 而且

,

从只能

使用一般具体名词和常见的动词发展到能使用形容词
、

常用副词 和某些连词
。

语言结构方面
,

他们从学会简单的语言模式— 句型开始
,

比如
,

先学会单词句
: “

梨梨
” , “

鸡 鸡
” ,

然 后



学会动宾句和主谓句
:“

抱娃娃
” , “

吃糖糖
” , “

宝宝乖
” , “

我饿
” , “

我要吃包包
” ,

等等
。

随

着同外界事物接触的频繁和认识范围的扩大
,

不但词语大大丰富起来
,

句型也跟着多样化了
。

到了六岁
,

正常儿童一般能掌握儿乎所有常见的本族语的语言结构
,

思维力也大为发展
,

基

本上能运用判断和简单的逻辑推理了
。

(二 ) 学前期儿童的语言特征

同成年人的语言比较
,

学前期儿童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点
,

较为明显的是
:

第一
,

语音不够清晰
; 语音的结构特征影响着儿童掌握词汇的顺序

。

他们最先学会的是

那些发音容易的常见词
。

比如
“

妈妈
”

和
“

爸爸
”

要比
“

姐姐
”

和
“

哥哥
”

先学会
,

因为
“

妈妈
”

和
“

爸

爸
”

两个词的声母是唇音
, “

姐姐
”

和
“

哥哥
”

两个词的声母分别为舌面音和舌根音
。

唇音容易

发
,

舌尖音次之
,

舌根音比较难
,

因而常把
“

哥哥
”

说成 d o d 。 。

第二
,
口头语言是言语活动的唯一形式

。

语言
,

有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
。

口头

语言是书面语言的根本
,

没有口头语言就不可能有书面语言
。

口头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音
,

书面语言的书写形式是文字
。

一般来说
,

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语音系统 (口头语言 )
,

又掌

握了该语言的书写系统 (书面语言 )
,

这样
,

才称得上全面掌握了一种语言
。

而语言能力
,

指

的是 口头语言能力和书面语言能力的总合
。

学前期儿童不认识字
,

即使上了幼儿园的儿童
,

认识的字也不足以达到掌握书面语言的程度
。

所以
,

他们的语言能力是不完全的
,

充其量说
,

也只具备低水平的口头语言能力
。

书面语言的能力还有待于学龄期的学习和培养
。

第三
,

说
“

半截话
”

是儿童的语言习惯
。

学前期儿童的语言
,

除了符合本族语言的结构规

律

— 这是大量的
、

主要的—
之外

,

还包含着不少杂质
:

语音不清晰
,

用词欠妥当
,

句法

不合标准
,

而最突出的莫过于说
“

半截话
”

了
。

说
“

半截话
”

是儿童言语交际环境造成的
。

他们

的语言环境是面对面的
、

即景生情的
,
他们的言语活动的形式是对话

。

在这种环境中
,

说
“

半

截话
”

并不防碍儿童们相互交流思想
。

这就给儿童造成了
“

半截话
”

也是语言格式的错觉
,

而逐

渐成为他们的语言习惯—
一种很不好而且不那么容易改正过来的语言习惯

。

上述指出的学前期儿童的语言特征
,

实质上是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瑕疵
。

他们在五
、

六

年内所形成的这些语言习惯
,

会被毫不掩饰地带到学校
,

带上课堂
。

这就给学校提出一个严

肃的问题
:

如何加强语言教育
,

促使儿童语言向着全面的
、

健康的方向发展
。

创造 良好的语言环境

(一 ) 语言环境的积极意义

学前期儿童的语言发展要经过一个
“

内在言语活动
”

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婴儿似乎处

于被动的地位
,

尤其是八个月之前的婴儿
。

他们活象一个
“

言语信息接收器
” ,

无时无刻在接

收外界的言语信息— 来自父母
、

亲戚
、

邻居等的言语信息
。

外界这些言语信息源构成了婴

儿的重要的外在语言环境
。

它在促使婴儿语音表现力的进步
、

思维和语言的发生发展方面
,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
。

没有这样的外在语言环境
,

思维和语言的发生发展是不可能的
。

印度一个在狼窝里长大的
“

狼孩
” ,

就是因为缺少发展人类语言所必备的外在语言环境
,

结果

只会同狼一 样嚎叫
,

不会说话
。

可见
,

外在语言环境对于还不会进行言语
“

输出
”

的儿童来说
,

是多么重要
。

一岁之后
,

婴 儿开始从
“

内在言语活动
”

阶段转向外在言语活动阶段
。

在此阶段中
,

他们



逐渐能够独立使用有声语言— 进行言语
“

输出
” ,

并利用它作为交际的手段了
。

而且
,

在同

人们的交际中尝到了言语活动的甜头
:

自己喜欢什么
,

不喜欢什么
; 要什么

,

不要什么
,

经

自己的一组有规则的
、

有意义的声音系列发出后
,

会得到对方的积极反应
:

满足或者不满足

自己的要求
。

这是他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获得的最为可贵的经验
。

它使儿童认识到言语活动

同自己的 日常生活
、

意志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

因此
,

有的儿童
,

在年龄特征的某个时段学

话十分主动
,

十分积极
,

只要你逗他
,

他就会同你说个不停
,

甚至主动同你
“

攀谈
” 。

他们就

是通过这样大量的
、

积极的言语活动
,

从不自觉的
、

不断尝试和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学会了

语言的基本规律
,

逐步获得并丰富了语言知识
,

提高了表达能力
,

终于掌握彼此交际
、

互相

交流思想的手段的
。

实践证明
,

无论处于
“

内在声语活动
”

阶段
,

还是独立进行言语交际阶段
,

外在语言环境

对于儿童语言的发生发展
,

表达能力的提高
,

无疑是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的
。

因此
,

为了促

进儿童语言健康发展
,

无论是家庭
、

学校
,

还是社会
,

都应该为儿童创造一个优越的语言环

境
。

(二 ) 学校应成为语言教育的基地

儿童入学后换了一个环境
,

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鲜
、

有趣和吸引人的环境
。

一般说

来
,

儿童对上学读书是很感兴趣的
,

尤以一年级小学生为甚
。

他们对学校的一切
,

包括校园里

的花草
,

教室里的陈设
,

都感到新鲜而喜爱
。

对老师的尊敬
,

简直达到祟拜偶象的程度
;
教

师的话有绝对权威
,

往往 比家长的话还要灵
。

儿童的这些心理状态
,

是学校对他们进行教育

的一个有利条件
。

我们要利用这个条件
,

把学校办成对儿童进行德育
、

智育
、

体育教育的熔

炉
,

也要办成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
、

发展儿童语言的基地— 成为学生进行积极言语活动的

有效的语言环境
。

在学校语言环境的薰陶下
,

要达到如下 目的
:

丰富儿童在 自然发展的语言

阶段无法获得的新词新语
,

逐步克服说
“

半截话
”

的语言习惯
,

在发展 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

儿童的书面语言
,

提高智能
,

发展思维
。

学校的语言环境
,

应包括课堂的和课外的两个方面
。

小学的课堂语言环境
,

必须以 口头语言活动为主要形式
。

这是因为口头语言是语言教育

的根本
,

没有发达的 口头语言
,

就没有完美的书面语言
;
还因为小学低年级学生识字量太少

,

教材内容无法完全满足儿童语言思维发展水平的要求
。

如果不以 口头语言活动为主要形式
,

不

仅无法提高语言教育的水平
,

还会影响儿童语言思维的迅速发展
。

为了适应 口头语言教学
,

我们要改变以往那种教师讲
、

学生听的做法
,

创造各种形式
,

让

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在课堂上说话
。

这样才能达到口头语言教学的要求
。

拿算术课来说吧
。

学生要掌握算术的各种运算法则
,

先要理解数的各种概念
,

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
、

推理
,

用

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

不能想象
,

一个连加减乘除的概念都说不明白的学生
,

能学好算术
。

要使学生能理解
、

能说
,

就必须创造一个适合于进行积极活动的课堂 口头语言环境
,

让他们

有机会提问
、

回答
、

口 头解题等
。

总之
,

要使他们的
“

内在言语活动
”

变成外在的口头语言活

动— 把思维的成果讲出来
。

这样
,

对算术课的内容才会理解得透
,

掌握得牢
,

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才会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
。

课外语言环境也十分重要
。

学生除了上课
,

还有许多课外活动
。

例如
,

游戏
、

体育锻炼
、

文娱活动
、

参观
、

看戏
、

看电影等等
。

这些活动都可以从语言教育的要求出发
,

在进行思想

教育
、

身心健康教育的同时
,

作为一项语言实践活动来进行
。

可以做字联词
、

词联句的游戏
,



可以举行故事会
、

诗歌朗诵会
,

还可以进行演讲比赛
、

朗诵比赛
、

普通话 比赛
,

等等
。

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是语言实践活动的广阔天地
。

实践证明
,

如果能从语言教育的要求

出发
,

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

那么
,

课外活动就能成为提高儿童语言表达能力
、

促进思维能力

发展的重要外因
,

成为语言教育的主要辅助手段
。

举例说
,

湖北省
“

汉语拼音革新式
”

实验班

段木兰老师
,

有一次组织一年级小学生看电影《国庆颂》
。

看前
,

她先向学生讲了电影的故事情

节
,

并提出要求
:

认真看
,

仔细听
,

看时想一想
,

还要记住故事的基本情节和几个常用词语
。

看完后组织学生 口述电影的故事内容
。

然后
,

要学生用汉字夹拼音把自己所说的 内容 写 出

来
。

经过反复多次的语言实践活动
,

学生在写话中基本上能用上重要词语
,

有的学生还能正

确使用
“

满目疮庚
” 、 “

欣欣向荣
”

等成语
,

达到了语言教学的预期 目的
。

这里
,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
,

学校的语言环境是指各门课程的课堂语言环境和课外语言环

境的总合
。

也就是说
,

各门课程都要创造一个适合于本课程特点的课堂语言环境
,

辅以课外

的语言环境
,

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提高语言教育水平
、

加速学生语言发展的学校语言环境
。

那

种认为语言教育只是语文课的事的看法
,

是不够全面的
。

诚然
,

语文课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是重要的
,

是基础
。

可是
,

提高学生的智能
,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

却不是一

门语文课所能胜任的
,

它需要各门学科的互相配合
,

需要课堂语言教育和课外语言教育的共

同努力
。

加强语文课的语言教育

(一 ) 发展学生的语言

学前期 儿童的语言存在着语音不清晰
、

用词欠妥当
、

语法不合标准 (说
“

半截话
”
)

、

发展

不完全 (只有口头语言形式 ) 等问题
。

学龄期
,

要通过各学科的教学
,

尤其是语文科的语言教

学
,

逐渐解决上述问题
,

并在继续提高口头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发展书面语言
。

发展学生的语言
,

加强语文课的语言教学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

加强语言教学
,

对低年级

来说
,

主要是加强口头语言的教学
。

加强 口头语言教学
,

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
。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普通话语音为对象

设计的
,

是用来拼写普通话的语音符号
。

汉语拼音的主要作用是
“

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
” 。

我们要改变以往汉语拼音只给汉字注音的情况
,

利用它来教学普通话语音
,

纠正方音
,

辨正

难音
,

使学生发音准确
,

吐字清楚
。

同时
,

还要改变过去把拼音当作一个与语言脱节的孤立

符号来教的做法
,

利用它来进行词汇教学
。

就 是说
,

把拼音零件的教学同学生的思维活动
、

同语言的词联系起来
。

例如
,

教了元音
。 和 i

,

马上联成词
: 。y (T 阿姨 ) , 如果学习了 iZ

,

又

可以联成词
: y lzT (椅子 )

。

随着声
、

韵母教学的进展
,

可扩大联词范围
,

把学前期儿童已经掌

握了的词也联起来
,
再扩展开去

,

词联成句
,

句联成段和篇
。

这样
,

汉语拼音就不仅是给汉

字注音
,

而且是在口头语言教学
、

发展学生的语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了
。

学龄期同学前期不同之点是
,

除了发展口头语言之外
,

还要发展书面语言— 用汉字记载

下来的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 )
。

普通话是我国语文课使用的统一语言
。

汉字是汉语书面语言

的书写形式
,

要发展书面语言
,

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掌握汉字
。

汉字成为发展学生书面语言

的
“

门坎
” ,

非跨越这条
“

门坎
”

不可
。

汉字教学
,

传统的教法都要从字的形
、

音
、

义三个方面进行讲解分析
。

然而
,

除了
“

形
睁



和
“

音
”

是每个字都具备者外
, “

义
”

并不见得每个字都有
。

我们不要为教汉字而教汉字
,

而要

把汉字教学纳入语言教育的轨道
,

使它成为丰富学生词汇
、

提高书面语言能力的手段
。

因此
,

教学字的形
、

音
、

义 (尤其是
“

义
”
) 的时候

,

要把不同性质的字分开
,

作不同处理
。

从
“

义
”

的

标准观察
,

汉字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字完全没有意义
,

一个字只表示一个音节符号
,

如
:

蜻
、

玻
、

葡
。

第二类字有一定意义
,

可是不能单独使用
,

如
:

言
、

民
、

众
。

第三类字有意义
,

也能单独使用
,

如
:

人
、

牛
、

树
。

第一
、

二类字
,

在现代汉语里不是词
,

它要同别的字组合

成为有明确意义的单位才能单独使用
,

才是词
。

比如
:

蜻 + 蜓
= 蜻蜓

,

玻
+ 璃 =

玻璃
,

葡 十

萄 = 葡萄 ; 言 十 语 = 言语
,

民 十众
= 民众

,

众 十 人
=
众人

。

等号右边的才是词
。

第三类字
,

字

相当于语言中的词
,

教学这类字
,

就是在进行语言的词的教学
,

可以逐个进行形
、

音
、

义的

分析
。

第一
、

二类字要联成词来教
,

不然学生对字义理解不透
,

用起来容易出错
,

达不到丰

富词汇的目的
。

总之
,

汉字教学要同词汇教学联系起来
,

这样
,

学生的词汇量就能迅速增加
。

这是很重

要的
。

因为词汇丰富与否是衡量学生语言程度 的标尺
。

斯大林说过
: “

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
:

词汇越丰富
、

越多方面
,

语言也就越丰富
、

越发达
。 ” ② 这里虽然是指的语言

,

可是对个人掌

握语言的情况来说也是适用的
。

只有学生掌握了大量词语
,

语言表达能力才能提高
。

所 以
,

我们要把汉字教学同语言的词汇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进行
。

这在学龄期早期是尤为重要的
。

( 二 ) 提高教材的语言水准

学龄期儿童语言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
,

应该是在学前期儿童语言发展的
“

前锋
”

去加速语

言发展
,

提高语言表现力
,

即
:

在继续发展口 头语言的基础上去培养和提高使用书面语言的

能力
。

语文是一门工具课
,

也是语言教育的基础课
,

语文教材必须贯彻上述原则
。

就是说
,

语文教材的语言水平应该处于学前期语言发展的
“

前锋
” ,

为学龄期语言教育创造一个 良好的

语言环境
。

目前
,

全 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内容有四个部分
:

一
、

汉语拼音 (1 5

课 ) ; 二
、

拼音识字 ( 13 课 ) ;
三

、

看图学词学句 ( 12 课 ) , 四
、

课文 ( 18 课
,

其中 5 课为阅读

课 )
。

此外
,

还有各部分的
“

基本训练
”

(1 o 课 )
。

这样的教材能为刚入学的儿童创造一个什么样

的语言环境呢 ?

“

汉语拼音
”

部分
,

拼音是被当作
“

拐棍儿
”

来教的
,

一旦不需要就会丢开它
。 “

拼音识字
”

部分
,

是为了巩固汉语拼音
、

教学汉字基本笔画和独体字而安排的
。 “

看图学词学句
”

部 分
,

目的在于复习已学汉字
。

前两部分是为了加强汉字教学
,

不是为了加强语言能力的训练
,

即使
“

看图学词学句
” ,

实际上也属于加弧汉字教学的性质
。

从教材内容的安排看
,

语言教学是从
“

课

文
”

部分起才正式开始的
。

教材前三部分的内容根本不可能为学生创造一个 良好的语言环境
,

相反地
,

在
“

汉语拼音
”

和
“

课文
”

部分之间留下了一个语言教学的空白段
。

综上所述
,

目前语

文教材的语言水平不是处在学前期语言发展的
“

前锋
” ,

而是处在学前期儿童语言发展的水平

线之下
。

这对儿童的语言教育是极为不利的
。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
,

教材内容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
。

因此
,

要改进语文教学首先要改革

语文教材
。

改革语文教材
,

主要是提高它的语言水平
。

为达此 目的
,

必须在
“

汉语拼音
”

和
“

拼音

识字
”

部分编上词语和成篇的课文
,

以加强语言训练
。

可是
,

拿难认
、

难读
、

难写
、

难用的汉

字来编写成篇的课文
,

作为刚入学阶段的教材
,

显然是有困难的
。

即使将内容编得比较简单
,

也会生字连篇
,

汉字教学又会压倒语言教学
,

仍然跳不 出语文教学重点以识字为中心的框框
。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将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

前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
·

巴勒克拉夫主编
,

英

国伦敦泰晤士图书公司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 史 地

图集 》英文版在 1 9 7 8 年出版后
,

又先后出版了德
、

意
、

法
、

荷
、

日
、

希伯来等文版
。

三联 书 店 将 在

1 9 8 2 年 上半年出版中文版
。

这本大型地图集包括大小六百幅彩色地 图
,

反

映了从人类起源到 1 9 7 5 年为止的人类发展
,

展示了

人类文明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不同中心在历史上的

成就
、

挫折
、

影响和复兴 , 包括一百二十七个重大

历史主题
,

每个主题除地图外
,

还有三千字左右的

文字论述
,

分别由八十位著名的西方史学家执笔撰

写
。

制图技术采用计算机立体投影新工艺
。

地图前

附有十二页世界历史大事年表
,

用对照形式
,

选列

了从公元前 9 0 0 0 年到公元 1 9 7 5 年世界各大区域的

重大事件 (包括科技文化的成就 )
。

书后附有约一千

五百条《专名词汇 》
,

以每条二百字左右的篇幅
,

简

明扼要地介绍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
。

另有

约八千条中英文对照地名索引
。

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
,

主要供研究者参考和借

鉴
,

为此
,

从内容和形式
,

都保持原书面貌
,

用原

出版者提供的胶片彩色印刷
,

精装一大册
,

共 360

页
。

鉴于印数有限
,

三联书店特在本年 9 月办理预

订
,

估计定价每册 7 5
.

00 元
。

该店备有原图集及 中

文版的介绍和预订办法
,

函索即寄 (预订处
:

北京朝

内大街 166 号三联书店服务组

为了合理而彻底地解决汉字教学和语言教育在时间上的矛盾
,

新编教材必须从汉字的侄

桔中摆脱出来
,

从发展学龄期儿童语言出发
,

采用纯拼音
、

汉字夹拼音和汉字三种形式来编写
。

“

汉语拼音
”

部分
,

学生还没有识字任务
,

课文宜用纯拼音形式编写
; “

拼音识字
”

和
“

看图学词

学句
”

部分
,

学生识字不多
,

为了巩固识字
、

发展书面语言
,

课文宜用汉字夹拼音形式编写
,

第四册之前各册
,

以汉字夹拼音形式编写为宜
,

之后各册可 以用汉字编写
。

但 是
,

每 册 教

材都要编进几篇纯拼音课文
,

以巩固拼音
,

提高普通话能力
,

为汉字拼音化准备必要的条件
。

采用上述三种形式来编写语文教材
,

至少可以达到如下 目的
:

第一
,

可 以从语言教育的要求出发去精选教材
,

而不受汉字难易
、

多寡的限制
。

这 样
,

教材内容就可 以大大丰富起来
,

不仅能编写适合儿童心理特征的诗歌
、

寓言
、

故事
,

还可以

适当选编一些名著
,

让学生从中吸取营养
,

扩大词语
,

陶冶语言素质
,

受潜移默化的教 育
。

第二
,

可 以提高语文教材的语言水平
,

使它衔接上学前期语言发展的
“

前锋
” ,
入学伊始

就给学生一个满足他们语言发展水平需要的语言环境
,

使学生在继续发展 口头语言的基础上

及早受到书面语言的教育
。

第三
,

可 以解决汉字教学和语言教育在时间上的矛盾
,

使汉字教学做到有计划地
、

从易

到难
、

分期分批地进行
。

这样
,

就不需要抢在二年级之前把 几千个汉字基本学完
,

以减轻学

生负担
,
语文教学的重点就可以从汉字教学转到语言教学上面来

。

①
“

一般地说
,

三岁幼儿的词汇约为 8 0 0一 1
,
1 0 0 个

,

四岁为 1
,
6 0 0一 2

,
0 0 0个

,

五岁可增 至 2
,

2 0 0一 3
,
0 0 0

个
,

到六岁时词汇数量可达 3, 000 一 4
,

00 0个
。 ”

(见陈帼眉
、

沈德立
: 《幼儿心理学》 )

。

② 斯大林
: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间题》第 17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