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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家长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大幅度

提高，同时也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教育上，加之阅

读市场的丰富及国家对阅读的提倡，许多家长都已经知

道了阅读特别是幼儿早期阅读的重要性，但是，从事物

的另一方面来分析，因为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热情和需要，

导致了商家发现该消费需求并加以利用而使得幼儿早期

阅读市场混乱，内容选择繁杂无序、大量的阅读材料同

时涌入、各教育机构以亲子阅读为形式吸引消费、这些

情况都导致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在内容选择、展开方

式、教育效果等方面进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状况。在这

时家长们急需幼儿园作为幼教专业单位能够给予相应的

指导，也就是家园共育协同提高幼儿早期阅读的质量。

对中班幼儿早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首先可

以摸清家长在家庭早期阅读教育中的困惑和问题，其次，

通过对这些困惑和问题提出指导策略可以帮助家长更有

效的开展家庭早期阅读教育，从而促进幼儿早期阅读能

力的提升，最终达到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目标。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以硬件准备（数量、空间、图书

类型）、认识、阅读时间、阅读方法四个维度进行问卷制

定，意在全方面的考察家园共育背景下家庭中的具体早

期阅读情况。

1、现状分析

1.1 幼儿家庭中图书数量不足，亲子阅读图书数量更

少

经调查发现，幼儿家庭中可供幼儿阅读的图书数量

有 52% 的家庭只有 20 本以下，图书数量严重不足，其中

家长和幼儿共同阅读的图书有 51% 的家庭只有 10 本以

下，由此可见，亲子阅读图书数量更少。

1.2 部分家庭中没有固定的图书存放地点和阅读地点

经调查发现，21.33% 的家庭中没有图书的固定存放

地点，31.33% 的家庭中没有固定的阅读地点，这说明，

部分幼儿家庭中没有固定的图书存放地点和阅读地点，

幼儿在家庭中的阅读存在场地上的随机，没有良好的阅

读环境，不利于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1.3 幼儿在家阅读的频次不高，每次阅读时间较短，

阅读时间段不固定

经调查发现，45.33% 的家庭每周阅读 3-4 次，每次

阅读在 20 分钟之内的家庭占比 42%，57% 的家庭都选择

有时间就和孩子一起阅读和周末、节假日阅读。从以上

数据可以看出幼儿在家阅读的频次并不高，且每次阅读

的时间较短，于都时间段不固定。由此可见，大部分家

庭中未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氛围。

1.4 家庭中的阅读方法较单一，缺乏互动性

在阅读方法维度下的几道问题进行横向对比时发现，

一半以上的家长在阅读方法的表现形式中选择了“无法

确定”、“比较不符”和“完全不符”几个选项。由此可

见，幼儿在家庭中的阅读方法较单一，缺乏互动性。

1.5 班级内可供阅读的图书较少，阅读氛围不浓厚

在对幼儿园内的早期阅读情况进行问题分析时，我

们首先发现班级内的阅读区过于简单，难以吸引幼儿兴

趣为幼儿提供浓厚的阅读氛围，其次，阅读区中的图书

较少，无法实现幼儿人手一本图书。

1.6 班级内缺少固定的阅读时间

在对班级的早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时，我

们发现，班级内并没有固定的幼儿每日阅读的时间，这

不利于幼儿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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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课程设置中早期阅读相关内容较少

从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上来看，五大领域及三大游戏

的设置中主要在语言领域中有涉及到早期阅读的相关内

容，按照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集体活动安排，幼儿 2-3

周才有一次早期阅读相关活动。

2、指导策略

经研究笔者总结家园共育背景下幼儿早期阅读指导

策略如下：

2.1 集体活动方面

2.1.1 利用语言活动每周展开一次早期阅读集体活动

每周利用一次语言活动展开早期阅读集体活动，以

绘本这一适合幼儿进行早期阅读学习的图书题材，选取

适合幼儿阅读符合当下时节的绘本开展早期阅读活动，

并且以表格的形式记录教案、活动情况及活动反思，保

证每次活动后都有反思，以更好的调整下一次活动设

计。

2.1.2 艺术领域美术活动和早期阅读内容相结合

除了语言领域之外，在艺术领域美术活动中也进

行了一定早期阅读内容的结合。如结合绘本《十只小青

蛙》让幼儿一起画一画美丽的“葫芦沼泽”，幼儿尝试画

荷花和荷叶；如结合图画书《皮影中国》让幼儿在感受

皮影艺术的同时，尝试给皮影绘制美丽的线条等。

2.1.3 表演阅读中的故事情节

在表演游戏中进行早期阅读内容的渗透，让幼儿在

表演的过程中学习书面语言，感受故事中的情节和语言

艺术。如结合幼儿读物《金色的房子》展开表演游戏，

帮助幼儿练习排比句、比喻句等，如结合绘本《猜猜我

有多爱你》展开表演，幼儿扮成兔妈妈和兔宝宝学习书

面语言中夸张的表达方法。

2.2 区域活动方面

2.2.1 丰富班级阅读区中的图书数量及种类

对班级现有的图书进行整理，清理掉质量低、不适

合中班孩子阅读的图书，对图书内容进行分类，如：故

事类、自然百科、人物传记类等，方便幼儿按照类别选

取图书。同时发挥家园共育的力量，鼓励家长为幼儿准

备更多的图书带来幼儿园，扩大班级内图书区图书的数

量。

2.2.2 班级中固定每天晚餐前后为阅读时间，在区域

中进行阅读

将幼儿每天晚餐前十分钟准备时间和餐后离园前的

半个小时固定为每天的阅读时间，保证了每天 30-40 分

钟的幼儿园阅读时间。

3、主题活动方面

3.1 举办班级讲故事大赛

组织讲故事大赛，鼓励幼儿将自己看过的早期读物用

讲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进一步练习幼儿书面语言的表达。

3.2 自制书签

组织亲子共同制作书签的主题活动，书签中的画面

就以幼儿阅读的图书内容为主，亲子共同制作，进一步

强化幼儿的阅读效果。

3.3 图书义卖活动

幼儿将自己在家里看过的书带来幼儿园以义卖的形

式进行图书互换，帮助幼儿获得更多的新书，让幼儿家

里堆积着的图书有效的交换利用起来，同时感受到分享、

交换图书的快乐。

3.4 图书漂流活动

展开班级图书漂流，针对的就是班级中教师在语言

活动中和幼儿已经阅读过的绘本，通过图书漂流的形式，

让家长能够看到更多的好书，能够做到和班级早期阅读

中的教学内容第一时间配合，发挥家园共育的效果，更

好的提升幼儿早期阅读效果。

4、阅读环境创设方面

4.1 创设温馨互动的阅读环境

对班级的图书区环境进行了丰富：铺设地毯、挂上

吊饰、增设沙发、创设了温馨的图书区环境，扩大了图

书区的空间，增加了“好书推荐”、“书里的秘密”、“图

书修补”、“我喜欢的书”、“亲子共读”等板块内容，同

时在每一本书和书架上都贴上了标识，帮助幼儿建立看

完书后放回原位的良好阅读习惯。

4.2 家庭中为幼儿开辟专门的阅读空间

除了班级内为幼儿创设了温馨的阅读环境之外，指

导班级家长在家里开辟专门的阅读空间，经过一番创设，

我班几乎每一位小朋友的家里都有了专门看书的一片小

空间和属于孩子自己的小书架。

4.3 扩充家庭读书量

向家长建议定期为幼儿购置适合孩子、孩子喜欢的

读物，鼓励家庭为幼儿准备更多的图书。

5、指导家庭阅读方面

5.1 家庭表演剧

鼓励家长们在家里和孩子尝试扮演故事中的不同角

色，表演故事中的情节，说故事中的对话，从而进一步

强化阅读效果，帮助幼儿掌握更多的书面语言。家长们

将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三只小熊》等以表演的形

式在家庭中进行了呈现，即提高了亲子关系，也更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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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强化了阅读效果。

5.2 记录阅读感悟

以记录阅读感悟的方法，制定专门的阅读感悟记录

卡，帮助家长们在和孩子阅读完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

录下幼儿的阅读情况、阅读感受和阅读收获。

5.3 为家长推荐优秀读物

教师每周在班级微信群内给家长们推荐阅读优秀的

读物。同时推荐和阅读读物相匹配的阅读方法。

5.4 引导家长用多种方式丰富阅读方法

每次在给家长推荐优秀读物的同时都会配一段对该

书本的阅读方法和图书内涵解析，帮助家庭丰富阅读方

法，更加有效的阅读。

5.5 对家长展开阅读中遇到问题的个别教育

针对个别幼儿在阅读时出现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

力时间过短、对阅读不感兴趣等问题，教师针对于幼儿

身上出现的不同问题提出教育意见帮助家庭中早期阅读

更好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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