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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是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一种教学工具，绘本阅读不仅可
以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也能够促进幼儿的表达能力以及社
会性的发展，绘本阅读对于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本文提出了在绘本阅读中培养幼儿自我概念的一些策略，
以期更好地促进幼儿自我概念的发展。

1　绘本主题的选择
1.1 仔细研读绘本，挖掘自我概念主题
幼儿园教师如果想要通过绘本阅读来培养幼儿的自我概念，

那么首先一定要熟悉相关的绘本主题，通过仔细研读绘本，将
绘本中所蕴含的道理或者内涵进行主题分类。

有的绘本是培养幼儿诚实的美好品格的，有的绘本是增加幼
儿的生活经验的，教师应该挑选出有助于培养幼儿自我概念的绘
本，并在某一个绘本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集中阅读这些主题
绘本，帮助幼儿在绘本阅读中培养自我概念。

1.2 恰当选择绘本，进行系列专题教育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幼儿自我概念

的培养目标根据年龄阶段分为不同的层次。小中大班幼儿自我概
念的培养目标随着年龄的增加，教学目标的层级也呈上升趋势。
教师如果想在绘本阅读中培养幼儿的自我概念，必须结合幼儿年
龄阶段的特点，科学合理地选择绘本材料。

专题教育是一种以幼儿为主要教育对象，帮助幼儿形成良好
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的教育方式，同时专题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
是一致的。所以，在培养幼儿自我概念的绘本阅读活动中，开
展一系列的专题教育往往是不错的选择。

幼儿教师可以对有关自我概念的主题绘本进行深入研究，按
照绘本故事中所包含的道理或内涵，对绘本进行不同维度的详细
分类。将每一个维度当成一个专题活动的主题，将其中的每个故
事当作一个小专题，进行难度排序，按照难度由浅入深地开展自
我概念的主题绘本阅读活动。

2　绘本阅读活动的设计
2.1 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开展绘本阅读
由于幼儿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注意力不集中，绘本阅读活

动的实际教学质量通常会受到幼儿年龄阶段特点的影响，幼儿自
我概念的培养也无法得到良好的保障。

在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一味地传授知识是行不通的，应该
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开展绘本阅读，通过游戏、画画、情景剧等
方式调动幼儿对绘本阅读的兴趣，发挥绘本阅读的有效价值，进
而在绘本阅读中培养幼儿的自我概念。

2.2尊重幼儿主体性，提供自主阅读时间
在任何类型的活动中，幼儿都应该是绝对的主体，绘本阅读

活动当然也不例外。教师通过绘本阅读来培养幼儿的自我概念时，
应采用“幼儿为主、教师为辅”的活动方式。

在活动的开始阶段，教师应该鼓励幼儿独立阅读有关自我概
念的主题绘本，通过观察图画以及文字描述，思考绘本当中的故
事。幼儿结束阅读之后，教师提出适当的问题，引导幼儿展开讨
论，同时分享自己的想法。

2.3以幼儿自主体验为主，开展延伸活动
绘本阅读不仅仅止于教师的教学活动，一些必要的延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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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起到巩固活动内容的作用。
在绘本阅读活动中，进行活动延伸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发

挥幼儿的主体作用，通过幼儿自身对于延伸活动的亲身体验，帮
助幼儿理解自我概念这一较为抽象的含义，建立起对自我的清晰
认知。只有这种幼儿亲身体验过的活动，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活动
效果，将幼儿对于自我概念的经验进行内在转化，并在延伸活动
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幼儿的自我概念。

3　绘本阅读的评价
3.1 教师应客观、具体地评价幼儿
由于绘本这一教学工具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起步的时间较

晚，实际应用的时间也较短，所以，绘本阅读并没有建立起一
个客观合理的评价机制。尤其是在进行自我概念主题的绘本阅读
活动时，教师通常会直接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以及主观看法，
直接对幼儿自我概念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结果往往
是不合理的。

教师评价对幼儿自我概念的发展影响较大，如果教师站在一
个客观平等的角度，合理地对幼儿进行评价，那么幼儿也能够
感受到评价中所蕴含的爱与帮助，进而形成一个和谐的师幼关
系。在这样的师幼关系之下，幼儿很容易就能够接受教师对自
身自我概念发展水平的评价，甚至一些评价结果并不理想的幼儿
也能够虚心接受教师的评价，并结合评价对自身做出修正。

3.2教师应正视幼儿的个体差异
在绘本阅读的评价环节中，教师要正视幼儿之间的个体差异，

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获得不同的表达机会。幼儿的发展速度存
在一定的差异，教师应该结合幼儿的实际水平，制定不同的评价
方式，避免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过于单一的评价语言，如“你真棒！
你真厉害！”等等。

教师评价时要注意语言的客观性以及具体性，尽量将幼儿值
得表扬的行为叙述一遍之后，再对这种行为进行称赞。相关研究
表明，幼儿对于来自教师或者家长的评价十分敏感，所以教师应
该正视幼儿的个体差异，使用客观具体的评价来促进幼儿自我概
念的发展，帮助幼儿形成积极健康的自我概念。

绘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形式，对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创造力有着较大的影响，绘本阅读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教师应
该构建轻松、和谐的阅读环境，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在绘本
阅读中培养幼儿的自我概念。相信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科研学者
以及全体幼儿教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幼儿的自我概念会在绘本阅
读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晓月.绘本阅读教学对大班幼儿自我概念的影响研究

[D].河南师范大学,2018:9-36.
[2]王梅,朱德全.在绘本阅读教学中实现幼儿自我意识教育的

路径——以绘本《糟糕,身上长条纹了》的阅读教学为例[J].现代
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2,第004期.

作者简介：
张迪（1999.03.01-），女，汉族，黑龙江省，硕士研究生，

基础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