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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漂流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分享式阅读活动。它以漂
流的形式传递知识，促进幼儿阅读习惯养成；以资源共享的形
式，促进幼儿阅读能力的提高；以家园、家家互动的形式，促
进幼儿间的交往。一本书、一个书袋、一份漂流公约、一张
借阅登记表，便构成了图书漂流的必要因素。通过图书漂流活
动的开展，我们发现它能够促进幼儿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数学统计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多元能力的发展。

1　促进幼儿观察能力的发展
图书漂流活动促进幼儿观察能力的发展。3-6岁年龄段的幼

儿不认字或是只认识少量的、简单的字。幼儿图书漂流的书该
怎样选择，绘本是较合适的。绘本以大幅画面为主，画面清
晰、色彩丰富，简单的文字描述，在阅读中幼儿会被大幅的画
面内容深深地吸引，这就有了特独特的阅读方法——读图。幼
儿在读图时主要是通过观察，根据画面上的信息来想象故事情
节，他们的信息主要是从画面中获得的。当幼儿观察的切入点
不一样时，他们获得的信息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同一个画
面，幼儿每次阅读获得的信息可能都不一样，比读文字获得的
信息量要大的多，图书漂流活动能够促进幼儿观察能力的发展。

2　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图书漂流活动能够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

语言表达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表达能力的发展需要日常的积
累，图书漂流活动让幼儿有了一定的阅读量。当幼儿的阅读量
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只需要为幼儿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
台，让幼儿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和场合就可以了。

如让幼儿阅读后复述、讲述故事内容，或者通过分角色扮
演，让幼儿大胆地自我创编情节进行对话。可以举办类似“小小演
说家”“故事大王”“小剧场”，为幼儿创造说的机会。在游戏中幼儿
的表达能力得到锻炼，为幼儿表达能力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　促进幼儿数学统计能力的发展
日常图书漂流活动中，为了确保活动的有序性，每一次的

漂流需要登记在册。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能力水平的差异，可以
设计出以下符合各个年龄段幼儿使用的记录方式。

3.1 3—4岁年龄段幼儿可以采用的统计方式
可以采用动物贴画作为幼儿的个人标记。书袋上贴上各自的

标记贴，这样便于幼儿清楚地与记录表中的标记对应。当幼儿选
择好自己感兴趣的绘本后，在记录表中找到该绘本主人的标记，
然后由老师或是家长帮忙完成记录。漂流的过程中小班幼儿已经
能够熟练地掌握对应这个概念了。

3.2 4—5岁年龄段幼儿可以采用的统计方式
在认识数字0–9的基础上，用学号代替动物标记。漂流记

录的方式转换为自主登记，这时只需设计一个相对简单的、独立
的表格。记录时幼儿所要关注的是书袋上的学号和借阅记录单上
的学号相对应，用自己的印章在所借阅书的小主人的记录标上盖
章，还书时再盖个章即可。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幼儿要通过找对应、
盖印的方式完成。

3.3  5—6岁年龄段幼儿可以采用的统计方式
本年龄段幼儿，逻辑思维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事物的

图书漂流活动促进幼儿多元能力的发展

吴  琼
合肥幼教集团鹤琴幼儿园，中国·安徽 合肥 2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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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从具象逐渐向抽象过度。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大班幼儿记
录方式的也进行了调整。幼儿不仅要记住、书写自己的学号，还
要能够记住、书写同伴的学号，同时在表格的上方还需要写上借
阅日期，归还时在对应的表格中打勾。

综上所述，不同年龄段的记录方式由简单到复杂、半自主到
自主，过程中掌握了不同的统计的方法。

4　促进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4.1社会交往的重要性
现在的孩幼儿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住宅单门独户，

限制了幼儿之间的交往，也限制了幼儿的活动空间，严重影响
到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发展。图书漂流活动为幼儿开辟了一个相互
交往渠道。

4.2图书漂流活动扩大了幼儿的交往范围
在漂流的过程中相互借阅，幼儿间的交流多了起来，经常

会在班级里听到幼儿对另一位幼儿说“你带的书真好看，我好
喜欢！”“我家里还有好多书，你可以到我家来看哦。”图书
漂流活动促进了幼儿间的交流，幼儿会因为一本好看的绘本主动
和绘本的小主人交流，拉近彼此的关系，幼儿的交往能力自然
而然地获得了发展。

5　促进幼儿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
5.1幼儿在时间上的自我管理
图书漂流活动中幼儿与幼儿间共同建立了公约，通过讨论的

形式幼儿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出如何翻阅，如何爱惜书，一
本书漂流到哪，哪里就多了一份责任，像爱惜自己真爱的玩具
一样爱惜它。

借阅和还书，幼儿都能够遵守时间规定，如果错过时间将无
法借阅，慢慢地幼儿开始遵守时间约定，按时借还书。幼儿知道
在相应的时间内要做完相应的事情，时间观念得到提升。图书漂
流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幼儿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

5.2幼儿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图书漂流活动中幼儿的自律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与提高，

幼儿懂得了如何分享；知道了爱惜他人物品；明确了什么时间做
什么事情以及必须遵守时间约定等等，图书漂流活动已经充分融
入到幼儿的生活学习中。幼儿有每天阅读的“任务”，当这种“任
务”变成一种习惯，受益的不仅仅是幼儿，静下心来陪孩子阅读，
静静地聆听孩子的想法。父母也能够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
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

图书漂流活动促进了幼儿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数学统
计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多元能力的发展，同时
它也促进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陪伴与交流。 可见，图书漂流
活动在幼儿的生活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幼儿的学习、生活起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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