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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故事在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鲁玉莲

辽宁省锦州市65631部队幼儿园，中国·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绘本故事是一种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故事书，迎合幼儿的成长需求，对提高幼儿语言表达能力、丰

富幼儿情感体验、增加幼儿知识储备有积极影响。绘本故事在幼儿园语言领域活动中的应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幼儿健康成长的现实需求。对此，幼师在教育实践中，应立足现实需求，仔细甄选绘本主题；创新教育方式，营

造沉浸式阅读氛围；设计阅读延伸活动，引导幼儿主动交流；促进家园共育，开展亲子阅读活动，为绘本故事在语言领域

活动中的应用开辟道路。

【关键词】绘本故事；幼儿园；语言教学；策略

1　绘本故事在幼儿成长中的作用

1.1　提高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绘本故事由多彩的图片和简单的语言文字组成，为儿童

发挥想象力留下很大空间，孩子们一边看一边想，思考的

过程也是表达的过程。再者，儿童在阅读中能接触很多简

单的固定词汇或句式，丰富他们的语言知识储备，而知识

储备是语言表达的基础。

1.2　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

幼儿年龄小，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除了

要习得必要的生活常识外，还要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这样

才有利于塑造健全的人格。一方面，绘本故事有多种多样

的情感主题，亲情、友情、家庭、勇气等等，幼儿在阅读

的过程中，也体验着故事中的情感，可以帮助他们学会理

解和尊重他人；另一方面，绘本故事为幼儿搭建了可靠的

情感交流平台，幼儿在阅读中建立友情、享受友情，学会

分享和互帮互助。

1.3　增加幼儿的知识储备

绘本故事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从简单的认识物品，

如桌椅、花草、蔬菜等，到复杂的深入了解，如观察植物

生长过程、动物生活习性，甚至包括体验食物烹饪过程

等，幼儿从切身体验中获得真实的感受，可以丰富他们的

文化知识储备。此外，绘本故事内容涉及社会风俗、民间

文艺、历史文化、音乐绘画等多个方面，在阅读过程中，

幼儿接触到完全陌生的领域，获得全新的社会知识，也能

帮助它们了解社会规则和人际交往技巧，更好的适应社会

生活。

2　绘本故事在幼儿教育中应用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理念更新迭代，在当

前时代背景下，传统教育的弊端日益显现。“揠苗助长”

式的教育理念，忽视儿童成长发育规律，压抑孩子们的天

性，“一刀切”式的教育方法，否定个体的特殊性，阻碍

儿童的个性发展；脱离实际的教育内容，无视现实生活与

幼儿成长的联系，无法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因此，绘本

故事的教育价值被广大家长和教育界人士广泛认可，一个

又一个生动的故事，配合与之相关的语言活动设计，浅显

易懂的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和生命哲学，儿童既

获得了生活知识，又在活动中锻炼了语言应用能力，真正

做到了玩中学，学中乐。绘本故事在幼儿园语言领域活动

中的应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幼儿健康成

长的现实诉求。

3　绘本故事在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策略

3.1　立足现实需求，仔细甄选主题

绘本故事的内容多种多样，涉及多个领域，能够满足不

同阶段不同儿童的阅读需求，也正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绘

本都适合学前阶段的儿童阅读。绘本故事是语言领域活动

中的重要教学素材，选择合适的故事主题至关重要。

首先，应当选择贴近幼儿现实生活的故事主题，这类绘

本能够更好的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例如绘本故事

《幼儿园的一天》，讲述了小动物们在幼儿园中的生活，

非常适合刚入园的小朋友阅读，既能在情感上引起儿童的

共鸣，又能帮助幼儿学习如何与新朋友相处，将学到的交

流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其次，选择幼儿感兴趣的故事主题。幼师应当在日常生

活中细心观察幼儿在园中的表现、行为习惯等，了解他们

感兴趣的内容，并做好记录；此外，还可以和家长保持友

好沟通，了解幼儿在家庭中的表现，筛选出符合幼儿喜好

的绘本故事主题。

最后，幼师在选择绘本故事时，还应当重视绘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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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不能只依据幼儿的个人兴趣进行筛选，绘本主

题应涵盖多个方面，如科学科普类的《小小天气预报员》

《天上的七色桥》等，经典童话故事《哪吒闹海》《丑小

鸭》等，思想意识启蒙绘本《我不喜欢被冤枉》《我不喜

欢被嘲笑》等，还应当挑选多种文化背景的绘本故事，如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绘本《花木兰》《十二生肖马拉松》，

国外经典绘本故事《米菲做客》《小房子》等等，丰富儿

童的语言知识储备。

3.2　创新教育方式，营造沉浸式阅读氛围

幼儿年龄尚小，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理性思维方式，情绪

比较敏感，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行为上表现出

无序性，为幼儿园组织活动带来一定阻碍。因此，幼师在

设计语言领域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特征，顺应

孩子天性，营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帮助幼儿将注意力投

放到阅读活动中。

首先，打造温馨的“书屋”。在小屋中，为幼儿准备

种类齐全的绘本故事，布置舒适柔软的坐垫、靠垫等，装

饰品的颜色选择淡粉色、淡蓝色等浅色系，打造温馨舒适

的阅读环境。还可以根据绘本故事主题布置相关道具，例

如阅读《牙齿大街的新鲜事》时，将“书屋”打造成牙齿

大街的样式，给幼儿一种在牙齿大街中生活的沉浸感。幼

儿在“书屋”中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轻松自由，趴着、躺

着、坐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阅读活动，在无拘无束

的氛围中，也更愿意参与互动交流。

其次，开展角色扮演互动。角色扮演，就是让幼儿扮演

故事中的角色，重现故事情节。例如，在阅读《十二生肖

马拉松》的过程中，可以鼓励幼儿扮演故事中的小动物，

阅读能力稍弱的幼儿，可以在表演中熟悉故事情节，体

会人物情感，更深入的理解故事内涵。此外，还可以开展

以角色扮演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幼儿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

故事角色进行角色扮演，模拟这个角色的语言、行为习惯

等，以故事人物的身份和其他小伙伴交流，收获阅读带来

的快乐。

3.3　设计阅读延伸活动，引导幼儿主动交流

开展语言领域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儿童的语言应用能

力，幼儿不仅要会听、会看，更要学会说，拓展活动是培

养儿童语言交流能力的关键环节。

首先，重视绘本插图。3岁到6岁的儿童，识字能力较

差，在阅读绘本故事时，主要依靠插图猜测故事情节，因

此，幼师在引导幼儿进行绘本阅读过程中，要重视对插图

的解读。通过分析插图中人物的形象、表情、动作等，推

测人物的心理活动，再结合文字描述，将故事情节完整的

展现出来。幼儿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思考是主动表达的开

始，这对于锻炼幼儿的语言思维能力有重要意义。

其次，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力，改编或补充绘本故事内

容。绘本故事以大量插图和简单的语言旁白为特征，既

方便幼儿阅读理解，又为幼儿发挥想象力留下了空间。

例如，在《米菲做客》这个故事中，米菲和好朋友一见

面就说个没完，因为米菲已经很多天没见过它的好朋友

了，但是故事中没有详细交代它们都说了什么，这个时

候就可以引导幼儿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想象一下在开学

的第一天，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话要和好朋友说呢？发挥想

象力，“米菲和好朋友见面后都聊了些什么呢？”。这样

的拓展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儿童的语言表达欲望和语言

组织能力，还能培养孩子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开展读书分享活动。例如，“我最喜欢的绘本

故事”“最受欢迎故事人物投票活动”“我心中的小小英

雄”等等，引导幼儿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在表达自己感

受的同时也倾听他人的见解，加深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可

以帮助幼儿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开阔思维，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

3.4　家园共育，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孩子们在家庭中成长，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也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促进

家园共育是当代幼儿教育的重要课题。需要强调的是，家

园共育不是增加家长的负担，而是将教育融入到家庭的日

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带给孩子积极的影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绘本充满童趣的画风迎合了幼儿的兴趣爱

好，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征，能够很好的激发幼儿的好奇

心和想象力，对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有重要意义。因此，

幼师应充分挖掘绘本故事的潜在价值，创新教育方式和方

法，将绘本故事和语言领域活动充分融合，为幼儿身心健

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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