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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汉字仿写测验任务，考察了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特点以及
与之相关的认知技能，为南疆乡村幼儿园更好地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依据。结果发现: ( 1) 相比城
市学前儿童，南疆乡村学前儿童的汉字早期书写能力显著落后 ( p ＜ 0. 001) ; ( 2) 数字听觉短时记忆、汉字听
觉短时记忆和视觉 运动知觉认知技能中，只有视觉 运动知觉认知技能显著预测南疆乡村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
写能力。最后分析了影响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的因素，并阐述了视觉 运动知觉类
游戏与学前教育语言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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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的理念指引下，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乡村振兴”行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等政策性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总体布局，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然而，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乡村振兴”可能是一种机遇，也可能是
一种挑战。比如，以新疆的北疆和南疆乡村为例。北疆，夏季号称 “塞外江南”，冬季则雪花飞扬，
是国内最具魅力的旅游风景线之一，吸引着各地众多旅游爱好者。与之不同，南疆作为全国沙尘暴天
气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气候条件历来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就自然条件对其旅游业
发展的影响而言，“乡村振兴”对北疆乡村可能意味着一种机遇，对南疆则未必。鉴于此，“乡村振
兴”行动中，对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南疆而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可能显得更为
重要，因为教育是推动现代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

张国霖对“乡村振兴”相关文件中针对教育事业提出的 “优先发展”这个用语里的 “优先”一
词进行了解读［2］。他认为“优先”不仅是相对于城市教育而言，也是针对彼此间发展水平和程度上差
异很大的乡村而言的。本研究认为，“优先”还应该是对不同层次的教育而言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报告了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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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指出，要着力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要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行政村适龄人口的实际需
要，完善农村幼儿园布局，满足幼儿的入园需求［3］。由此可见，“乡村振兴”行动中，作为教育短板
的乡村学前教育应该是优先发展中的“优先”。刘占兰从乡村学前教育的现实困境、对乡村经济的影
响以及在缩小城乡差异和推动教育公平中的作用等角度揭示了发展乡村学前教育尤其是优先发展中西
部乡村学前教育的重要性［4］。然而，本研究认为，对南疆而言，优先发展乡村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还体
现在满足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个体发展需要和南疆乡村社会治理需要两个层面。近几年，随着国家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巨大资金投入，南疆乡村实现了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全覆盖［5］，为少数民族学前儿
童更好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了机会。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学前儿童的个体
发展，为其今后踏入更高的学府，提高未来就业竞争力等方面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国家通用语
言教育在提高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儿童国家意识，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朝更好方向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然而，在师资力量相对匮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等现实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南疆乡
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仍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教育部颁布的 《3－6 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框架内，在不进行正规识字教学的前提下，如何引导南疆乡村学前少数民族儿
童自然而然地对汉字产生兴趣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研究可以为
此提供很好视角。

早期书写能力 ( emergent writing) 是指，即便没有接受正式书写教育的学前儿童，根据其日常生
活环境中已习得的信息，使用类似涂鸦、图画、像字而非字的符号进行书写的能力［6］。Whitehurst 和
Lonigan认为，早期书写能力应该包括与书写有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7］，比如视觉辨别、手臂运动、
模仿等技能。早期书写能力是早期读写萌发 ( emergent literacy) 的一部分，而早期萌发的概念是首次
由 Marie Clay在批判传统阅读准备观的基础上提出的［6］，她认为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而不是传统阅读准备观所认为的那样在 “前读写”和 “正式读写”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8］。
以往研究用临摹、写自己名字、写字母、自由书写字词、仿写字词等方式对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进
行研究［9，10］，并比较一致地认为，学前儿童的早期书写能力对其入学后的读写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11］。国内很多研究者也关注了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并从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的发
展特点、影响因素等角度开展了研究。比如，林泳海用名字书写任务考察了 3. 5－6. 5 岁学前儿童汉字
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特点，结果发现: 3. 5 岁是汉字书写的启蒙阶段，到了 5. 5 岁，近一半的儿童基
本可以规范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而到了 6. 5 岁，大部分儿童正确规范地书写自己的名字［12］。陈思对
4－6 岁学前儿童自由书写的作品进行分析发现，4 岁的孩子能区分涂画和汉字，5 岁左右能理解汉字
一字一音，6 岁能认识具有相似部件等汉字书写规则［6］。可见，6 岁左右可能是掌握早期书写技能的
年龄。以往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语言和非语言认知技能是影响学前儿童
汉字早期书写能力的主要因素。比如，有研究发现，文字意识、视知觉加工等显著预测学前儿童汉字
早期书写能力［13］。国内虽然开展了很多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了城市
学前儿童，忽视了乡村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现状。其次，国内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了学前儿童
汉字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缺乏早期书写相关认知能力的考察。国外研究发现，前读书写能力越好的
儿童，其在感知觉、记忆等认知技能方面同样很好，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很少［8］。最后，研究方法上大
多研究用名字书写任务或汉字自由书写任务来考察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很少有研究用汉字仿
写任务。研究发现，名字书写任务难度由于过于简单，容易出现天花板效应，自由书写任务的控制性
很差，研究者很难控制，甚至无法引发儿童的书写行为［10］。因此，本研究以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
儿童为对象，采用汉字仿写测验任务，考察其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现状，并用视觉－运动知觉和听
觉短时记忆测验进行预测，为南疆乡村学前教育更有效地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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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与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南疆城市和农村幼儿园大班少数民族学生共 104 名，其中城市学生 47 名 ( 男生 22

名，女生 25 名) ，农村学生 57 名 ( 男生 31 名，女生 26 名) ，平均年龄为分别为 6. 13、6. 18 岁。对参
加测试的城市和农村学前儿童的性别比例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城市和农村男女生比例不存在显著差
异，χ2 = 0. 59，df = 1，P = 0. 44。对城市和农村儿童年龄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F ( 1，103) = 0. 94，P = 0. 33。这说明，城乡学前儿童在性别和年龄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 测验工具
1． 测验任务、材料及评分标准
本研究参考张菀真的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研究，用汉字仿写测验任务考察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

童的早期书写能力［14］。参考王丹丹对农村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研究中使用的测验材料［9］，最
终选用“阳、雪、孩、春、画”五个汉字作为本研究的仿写测验材料。五个汉字的部件数量在 6－11
期间，字频在 0. 004－0. 168 之间 ( 字频数据来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语料库
在线平台) 。

仿写测验评分标准参考陈思的相关研究［6］，评分标准定为 0，1，2，3 分来评定儿童的汉字仿写
作品。如果儿童正确仿写汉字，即笔画数目无缺失、笔形正确、部件结构正确，得 3 分; 如果儿童仿
写的汉字能辨认，但该字的笔画有缺失或笔画的笔形与现代规范汉字有区别或出现镜像书写情况，得
2 分; 如果儿童仿写的汉字不能辨认，但规范写出了汉字的某一些笔画，得 1 分; 如果儿童仿写的汉
字完全不能辨认，写出的笔画与仿写的汉字无任何联系，得 0 分。表 1 给出了部分学生汉字仿写测验
得分示例图。

表 1 部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仿写测验作品及得分情况

仿写的汉字 学生 1 作品 学生 2 作品 学生 3 作品 学生 4 作品

评分等级: 0 分 评分等级: 1 分 评分等级: 2 分 评分等级: 3 分

2． 听觉短时记忆广度测验
参考卢袁芳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基础上编制的《4－6 岁幼儿听觉短时记忆测验》［15］，选用顺

背方式的数字和汉字短时记忆广度测验任务。该测验为个别测试。研究者以每秒一个数字或汉字的速
度平稳语速读出一个 2－9 位的随机数字或 2－9 个汉字，要求儿童听完后立刻复述。分值在 2－10 分，
分值越高说明听觉短时记忆越好。

3． 图形译码测验
使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中的图形译码测验。这个测验要求儿童按照所给的示例，把符号填入

相应的图形中间，既要正确又要迅速，限时 2 分钟。该测验主要测试儿童的视觉 运动知觉以及视觉
动作的协调，与学习能力高度相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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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测验实施过程
争取家长同意后，按照如下程序进行测试。首先进行汉字仿写测验。将五个汉字分别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并贴在教室黑板上。汉字字体为宋体，大小 360，加粗，方格大小 16* 16。测试方式为集体测
试。要求全班儿童将黑板上的汉字按从左至右顺序仿写在已发放的测试纸下面的五个方框内。仿写测
验结束后，休息 5 分钟，紧接着进行 2 分钟的译码测验，方式为集体测试。最后进行个别测试———听
觉短时记忆测验。数字和汉字短时记忆进行 ABBA平衡。所有测试由系统培训过的三名幼儿园老师负
责完成。在仿写和译码测试中，一位老师在教室前面进行讲解和计时，其余两位在学生中间来回巡
查，引导遇到困难的学生。

三、结果

( 一) 南疆城市和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现状
1． 仿写测验评分者内在一致性分析结果
本研究选择 4 名教师对学前儿童汉字仿写测验作品进行评分。评分之前先对这些老师进行评分标

准方面的培训。然后将每个学生的测验复印成 4 份，分发给 4 名评分者单独评分。最后对收集好的数
据用 SPSS19 进行评分者内在一致性分析。由于 N ＞ 7，用 χ2 值的显著性来判断肯德尔和谐系数的显著
性。结果发现，四个评分者对五个汉字的评分一致性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 χ2 值范围 7. 61－23. 61，df =
3，P ＜ 0. 05) ，即一致性较好。

2． 南疆城市和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比较
南疆城市和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仿写测验成绩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为比较学前儿童

汉字仿写测验得分在城乡和性别因素上的差异，以仿写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地域和性别为被试间变
量，进行了 2 ( 地域: 城市和农村) * 2 ( 性别: 男生和女生) 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地域主效应
显著，F ( 1，100) = 138. 05，P ＜ 0. 001，η2 = 0. 58，城市学前儿童仿写测验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前儿童;
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 ( 1，100) = 0. 82，P = 0. 37; 城乡类型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100) =
0. 52，P = 0. 473。这表明，相比乡村，南疆城市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更好。

表 2 南疆城乡学前少数民族儿童汉字仿写测验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 ( M ± SD)

变量 男生( n = 22) 女生( n = 25) 总( n = 47)

城市 2． 43 ± 0． 16 2． 40 ± 0． 15 2． 41 ± 0． 15

农村 1． 01 ± 0． 07 0． 81 ± 0． 06 0． 91 ± 0． 07

(二) 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相关认知技能分析
1． 仿写测验、听觉短时记忆测验和译码测验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为考察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短时记忆能力和视觉 运动知觉能力之间的关系，对南疆乡村学

前儿童的以上测验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发现，译码测验和数字听觉短时记忆测
验分别与汉字仿写测验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 ( P ＜ 0. 05) 。

2． 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回归分析结果
以仿写测验得分为结果变量，数字听觉短时记忆、汉字听觉短时记忆和译码测验得分为预测变

量，全部进入法的方式进行线性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回归模型成立，F ( 3，56) = 8. 55，P ＜ 0. 001。
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只有译码测验进入了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Ｒ2为 0. 29，即
译码测验能够解释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字仿写测验成绩 29%的变异。

—801—

基 础 教 育



表 3 仿写测验、短时记忆测验和译码测验得分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 n = 57)

变量 M SD 1 2 3 4

1 仿写测验 0． 92 0． 07 1

2 译码测验 13． 39 4． 72 0． 52＊＊＊ 1

3 数字听觉短时记忆测验 4． 24 1． 22 0． 22* 0． 15 1

4 汉字听觉短时记忆测验 3． 28 1． 16 0． 08 － 0． 25 0． 37 1

( 注: ＊＊＊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 在 0． 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4 短时记忆和视觉 运动知觉能力对汉字仿写能力的回归模型

模型 变量 标准化系数 B t

1 译码测验 0． 57 4． 68＊＊＊

数字听觉短时记忆 0． 06 0． 45

汉字听觉短时记忆 0． 20 1． 59

( 注: ＊＊＊在 0． 0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

四、讨论

“乡村振兴”行动是南疆优先发展乡村教育的一种机遇，尤其是对在南疆乡村国家通用语言和爱
国主义启蒙教育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学前教育而言，更应该成为优先发展中的优先。因此，本研究以
南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状况为切入点，提出进一步提高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
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教育对策，为南疆乡村学前教育的振兴提供依据。

( 一) 相比城市学前儿童，南疆乡村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落后
本研究发现，汉字仿写测验任务中，南疆城市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平均分为 2. 41，而乡村儿童平

均分为 0. 91，乡村儿童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 P ＜ 0. 001) 。这表明，相较南疆城市学前儿童，乡村
学前儿童的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明显落后。按照仿写测验的评分标准，记 “2”分的标准是能辨认
儿童书写的汉字，但该字的笔画有缺失或笔画的笔形有一些不规范或存在镜像书写的情况; 记 “1”
分的标准是不能辨认儿童书写的字，但能规范书写汉字所包含的笔画某几个笔画。从汉字仿写测验均
值来看，城市少数民族儿童仿写的汉字基本能辨认，可能已掌握汉字书写所具备的基本技能。农村儿
童仿写的汉字则仍不能辨认，其发展水平可能处于一笔一划的绘画书写阶段。根据以往研究，我们从
家庭读写氛围、幼儿园环境以及社会语言氛围三个方面分析城乡儿童前书写能力上的差异。

首先，城市和乡村家庭读写氛围差距可能是导致乡村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落后的首要原
因。李燕芳和董奇对影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物质资源、亲子读写活
动、父母自身特征等家庭读写环境是影响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重要因素［17］。李传江、周兢、杨
晓岚等人对新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进行的汉字词汇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发现［18］，家庭资源和氛围
是影响学前儿童词汇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相比农村家庭，城市家庭能与孩子进行更多与读写有关的
亲子活动，提供更多与读写有关的物质资源，创造更多与文本接触的机会，从而促进其早期书写能力
的发展。我们对一名农村幼儿教师进行的访谈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说: “这些年我们村的少数民
族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和重视度越来越高，但由于家长自身的文化水平低，无法给孩子提供更多帮
助，很难在家中营造亲子互动为主的读写氛围”。幼儿获得的读写经验是利用图片和文字符号与人交
往的一种手段［19］，是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基础。然而，乡村家庭中的父母难以提供这种互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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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导致南疆乡村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相对落后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其次，城市和乡村学前教育发展差距可能是导致乡村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相对落后的原因。有

研究指出，幼儿园的物理环境、师生之间的读写活动、儿童自己的读写活动等幼儿园读写环境是影响
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17］。近些年，党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对南疆乡村学前教育加大
资金投入，南疆乡村实现了学前教育全覆盖。但是，城市和乡村学前教育的差距仍然较大，这尤其表
现在师资力量方面。比如，以本研究选取的 M村中心幼儿园为例。该幼儿园 20 名教师中支教老师数
量高达 15 名，占该园教师队伍的 75%。这些支教老师中学前专业教育背景的仅有 5 名。另外，本地
专职教师中仅有 1 名老师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这种现象在城市幼儿园中很少见。幼儿教师对学前
儿童来说是学习书写知识的重要他人［6］，幼儿教师的读写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
发展。另外，随着重视幼儿早期读写相关能力的新型读写模式的推动，对幼儿教师专业素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19］。因此，如何有效训练、提升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不仅对非学前专业的老师，对学
前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从这个角度以及乡村学前教育长远发展来看，借助 “乡村
振兴”行动，培养当地稳定而专业的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势在必行。

最后，乡村语言氛围可能是加大南疆城市和乡村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差距的另一个因素。
回顾近 40 年的相关研究发现，口语经验是被公认的影响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发展的三大要素之
一［8］。也就是说，缺乏口语经验的儿童一般在前读写测验中同样表现落后［20］。近些年，在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疆各族人民唱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旋律，营造了各族人民共学共进共住的和谐社会氛围。尤其在城市，多
民族嵌入式社区环境为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然而，在乡村，尤其在南疆乡村，
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仍然很高，有些乡村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甚至高达 90%以上。这种城乡各民族人口比
例不均衡问题是扩大城乡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城市里的孩子在多民
族混合居住的氛围中，能够与各民族的同伴交往交流，提高其国家通用语言交际能力。这种口语经验
进一步促进其早期汉字书写能力的发展，从而加大其与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方面
的差距。

综上，家庭读写氛围、幼儿园读写环境以及社区语言条件等可能是造成南疆城乡少数民族学前儿
童早期书写能力差距的原因。因此，探究影响南疆少数民族乡村学前儿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的认
知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培养相关认知技能的教育对策，可能在缩小南疆城乡少数民族学前儿
童汉字早期书写能力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 提高视觉 运动知觉技能有利于提高南疆乡村学前儿童的汉字早期书写能力
本研究发现，视觉 运动知觉技能测验，即译码测验，可以显著预测南疆乡村学前儿童汉字早期

书写能力，能解释早期书写能力 29%的变异。这一结果支持了张菀真的研究［14］。她的研究发现，基
本的视知觉、动作协调能力和视觉 动作协调能力等认知能力能解释学前儿童早期书写作品品质的
25%的变异。这表明视觉 运动知觉在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学前
儿童的认知能力能够预测个体 25%的小学认知水平［21］。最近一项研究也指出，入学准备的整合视觉
和手部精细动作协调的能力在入学早期书写准备中发挥重要作用［22］。由此看来，学前儿童的认知能
力，不仅能预测其早期书写能力，还能预测其未来书写表现甚至学业成绩。这些结论对学前教育的启
发是，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应该了解影响南疆乡村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的重要因素; 幼儿教师应该根
据学前儿童的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特点，采用适合学前儿童的方式进行教学。以往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教
育干预模式更多强调幼儿教师的语音加强训练、家庭中的亲子分享阅读以及积极创造语言氛围等［8］。
然而，正如上文讨论所述，基于南疆乡村幼儿园和农村家庭实际，开展提升儿童早期读写能力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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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等认知技能的教育干预，可能在促进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中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根据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结果，视知觉能力在早期书写中有着重要作用，而这种能力很依赖
后天的视觉经验。因此，可以通过图形划消、图形定位、图片辨认等训练提高学前儿童的视觉加工技
能［23］。这些游戏简单而不耗费太多时间，很适合作为提高儿童视觉能力的游戏融入到幼儿园课堂，
进而促进学前儿童的早期书写能力的发展。

五、结论与研究不足

本文以“乡村振兴”行动为契机，从优先发展南疆乡村学前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以研究
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现状及其相关认知技能为切入点，以期为加强南疆乡村少数民族
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供依据。本研究结果表明，南疆乡村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早期汉字书写
能力发展相对落后，视觉 运动知觉能力能预测其早期书写能力。在分析和讨论影响南疆乡村少数民
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的环境因素基础上，提出了家长和幼儿教师应该了解学前儿童早期书写
能力发展特点，运用图形划消、图片辨别、临摹等与视觉 运动知觉有关的游戏活动融入学前阅读课
堂的必要性。然而，由于研究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本研究还存在被试数量少，被试年龄仅选择大班
6 岁儿童等不足。加上，目前国内用汉字仿写测验来考察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力发展现状的研究很
少，无法将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进行对比，从而不能更客观地描述南疆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早期书写能
力发展的样态。希望今后研究中加大被试数量，扩大年龄范围，进一步从多种早期书写能力测验任务
开展研究，为南疆乡村振兴、农村学前教育振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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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t Chinese Writing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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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used imitation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emergent writing ability and the cognitive skills related to the emergent writing abil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rural southern Xinjiang． Over research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southern Xinjia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compared with urban preschool children，the emergent writing ability of rural preschool

children in southern Xinjiang was significantly behind ( P ＜ 0． 001) ; ( 2) visual motor perception cognitive skill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early writing a-

bility of rural preschool children in southern Xinjiang． Final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ent

writing ability of the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in southern Xinjiang，and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sual motor perceptual games in pre-

school classroom．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rural preschool children; emergent writing; cognitive skills;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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