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92022 年第 4 卷第 04 期 理论热点

生活即教育思想下幼儿园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实践探索
金　蕾

（龙潭幼儿园龙岸二园，江苏 南京 211500）

摘要：生活即教育是近代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教育思想，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融于一炉，此处所探讨的“生活”

是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而非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3-6 岁是幼儿智力与行为能力的关键发展阶段，在生活即教育思想指导下，将教学

目标融于亲子阅读活动中，对幼儿语感和阅读理解能力、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性格、积极三观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本文对生活即

教育思想下幼儿园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实践方法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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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是幼儿与父母互动，是幼儿扩大眼界、了解未知、

认识世界的重要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充满爱，体现了生活即教育

思想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幼儿园教师应在生活即教育思

想下，进一步丰富亲子阅读活动内涵与组织方式，从而使幼儿在

充满爱的生活实践中提升阅读能力、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性格

和积极三观。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在亲子阅读活动的实践价值

（一）培养幼儿良好性格

幼年时期形成的记忆，通常会伴随人的一生，这一点在文学

方面的体现尤为突出，幼儿学到的文字表达、图画表达都会在其

头脑中形成深刻记忆。幼儿读物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对幼儿性格

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幼儿教师在生活即教育思想下组织亲子阅

读活动，使幼儿处于充满爱意的互动中，能够强化阅读内容对幼

儿性格的积极影响。比如，例如，葫芦娃的孝顺、海的女儿的勇敢，

这些人物形象都会影响幼儿行为，促使幼儿在阅读体验与行为模

仿中形成良好性格。在亲子阅读中，幼儿教师有意识地渗透生活

即教育思想，突出活动实践对幼儿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改善家庭

教育现状，构建良好亲子关系，优化幼儿的阅读体验，提升阅读

活动的实践意义。

（二）培养幼儿的语感和阅读理解能力

家长在幼儿园教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参与亲自阅读，很大程度

上保障了亲子阅读的持续性与目的性。孩子在听家长讲故事、复

述故事的过程中，身心都浸润于特定文学语言环境，大脑主动进

行思考与理解。持续性的亲子阅读，有利于教育目标渗透，可使

幼儿的语感和阅读理解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幼儿园教师要在生活

即教育思想下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文学语言

环境。

（三）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

幼儿园教师要在生活和教育思想下开展亲子阅读活动，有利

于幼儿阅读习惯的养成。幼儿的好奇心强，听故事是他们主动了

解世界的方式之一，但是部分家长因为工作比较忙，并没有安排

足够的亲子活动时间给孩子讲故事。幼儿园亲子阅读活动对家长

有一定的督促作用，通过亲子之间的温暖互动渗透阅读教育，在

满足幼儿听故事欲望的同时，有效激发了幼儿对阅读的渴望，有

助于家长参与习惯与幼儿阅读习惯的养成。

（四）对幼儿三观培养具有重要价值

很多幼儿文学作家和童话作家希望通过细腻生动的笔触，带

给幼儿智慧的启迪与阅读的快乐，他们的作品中往往蕴含着幼儿

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培养素材，教师可借助生活即教育思

想下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将积极价值观传递给幼儿。比如，《兔子

共和国》中以童话故事的形式诠释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幼儿跟

随家长的声音跟随小兔子经历冒险刺激，从小兔子身上学到勇敢

和智慧，并在其影响下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积极三观。

二、生活即教育思想下幼儿园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实践方法

（一）创建阅读空间

要在生活即教育思想下开展亲子阅读活动，首先要解决活动

怎么做、在哪里做的问题，教师为了进一步推进幼儿园的亲子阅

读实践活动，要在充分了解幼儿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加强与家长

的沟通，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进来。考虑到家长时间与组织活动的

便捷性，教师可在游戏室旁边构建图书角或读书室，并设置一些

游戏设施，从而赋予亲子阅读活动空间更多灵动性，避免其带给

幼儿严肃刻板印象。

比如，教师在幼儿园的图书角或读书室地面上铺设卡通“爬

爬垫”，将书籍随意而有序地摆放到适当位置，为幼儿打造放松、

舒适的阅读空间，够消除他们对于书籍阅读的排斥感和紧张感。

在 3-6 岁阶段，幼儿自主意识得到一定发展，他们往往会在亲子

阅读中表现出一定的偏执性，教师应重视活即教育思想在阅读空

间设计中的渗透，给幼儿自主取用书籍的自由活动空间，使亲子

阅读实践形式与幼儿发展规律相适应。在时间上，要为家长参与

亲子阅读活动提供便利，比如利用家长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

组织家长抽出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陪伴孩子阅读。在读物来源上，

要照顾幼儿分享意识发展需求，鼓励幼儿将自己喜欢的绘本和图

书分享给其他幼儿阅读。3-6 岁的幼儿已经开始具备独享观念和

分享观念，此时家长和教师要重要对他们的思想引导，通过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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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契机培养其形成分享意识。

（二）营造阅读氛围

幼儿园图书角或读书室可容纳的书籍量毕竟有限，教师可鼓

励家长利用节假日、周末亦或者课后时间带领孩子参观绘本馆和

书店，为幼儿营造阅读氛围，潜移默化中影响幼儿阅读意识，将

生活即教育思想渗透到亲子阅读活动中。绘本馆墙面上的各种卡

通人物以及童话般的装修设计，可以通过视觉刺激引导幼儿思维

融入绘本的世界，使幼儿犹如置身于童话之中，有效激发了幼儿

的阅读兴趣。幼儿自主选择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向其推荐一些

优质书籍引导幼儿自主选择行为，比如《数星星》《草房子》《兔

子共和国》《手斧男孩》《绿山墙的安妮》等都是比较有趣、有

阅读价值的读物。在绘本馆中开展亲子阅读，还能够促使幼儿树

立社会秩序观念，让他们在遵循书店阅读秩序选择图书、阅读绘

本的过程中形成秩序观念。

（三）制定合理的亲子阅读计划

幼儿的阅读水平、兴趣差异客观存在，教师在生活即教育思

想下组织亲子阅读活动时，要根据幼儿实际情况为幼儿制定合理

的亲子阅读计划，促使每一名幼儿都可以在亲子阅读过程中获得

提升和发展。首先，教师要在开展亲子阅读之前，对幼儿阅读质

量与数量、父母参与亲子阅读的态度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亲子阅

读活动的开展情况，为有效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做好准备。其次，

教师应强化与幼儿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指导家长参与亲子阅读，

促使家长重视亲子阅读。比如，幼儿园可以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开

展相关知识讲座，向家长普及亲子阅读方面的教育知识，使他们

了解亲子阅读的意义与参与方法，从而提升亲子阅读效果，促使

家长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参与亲子阅读。

（四）根据不同年龄段推荐相应图书

生活即教育思想下的亲子阅读活动，应重视图书推荐与幼儿

阅读需求的适应性，教师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整理阅读书目并推荐给家长和幼儿。具体而言，教师可将幼儿年

龄划分为 3-4 岁、4-5 岁和 5-6 岁三个阶段，针对每一个阶段的

幼儿阅读需求整理书目，通过图书图书推荐针对性展开亲子阅读

指导。以4-5岁为例，处于本阶段的幼儿手眼协调能力显著提升，

神经系统进一步发展，可以接受一些角色扮演游戏和趣味性阅读

内容，有意识地完成一定的阅读任务，教师要根据他们的发展特

点为其设计一些个性化亲子阅读任务，促进其阅读质量的进一步

提升。4-5 岁是幼儿学习复杂句式与词语的活跃期，他们不仅可

以听懂和说出超过 2000 个词语，而且倾诉欲进一步提升，可以向

他人讲述一些简单的事情和故事。教师可针对这一发育特点，在

亲自活动中推荐一些人物角色较为丰富的幼儿读物，通过阅读活

动培养幼儿行为意识和习惯。比如，《是谁嗯嗯在我头上》语言

生动、内容有趣，为幼儿结束了不同动物的吃喝拉撒，将其应用

于亲子阅读中可促使幼儿正确认识大小便。教师还可以设计“你

说我猜”环节，让幼儿完成亲子阅读之后参与有趣的课堂活动，

强化他们对书籍内容的记忆和理解，满足他们的扮演和倾诉需求，

逐步培养其阅读兴趣。

（五）加强家园互动

生活即教育思想下的亲子阅读活动要重视加强家园互动与交

流，指导家长调整阅读方法与阅读内容，从而提升亲子阅读活动

形式与幼儿发展的适应性，促使幼儿阅读能力、习惯、情感、思

维在亲子阅读活动中得到提升。比如，组织家长陪伴幼儿阅读《我

们去探险》时，引导家长通过展示家人的旅游照片激发孩子的阅

读兴趣，引出亲子讨论话题，然后逐步引导孩子对整个画面进行

观察。如此可将阅读文本更好地融合于幼儿实践活动与生活经验

中，促使幼儿逐渐投入到故事情节，是幼儿主体作用在亲子阅读

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提升其阅读体验、扩大其视野与知识面。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将亲子故事表演、亲子朗诵融入亲子阅读活动，

以丰富幼儿活动体验、提升深化幼儿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六）完善阅读反馈机制

生活即教育思想下的亲子阅读活动应将幼儿放在中心地位，

重视他们对活动过程的要求，保证活动过程的完整性。在很多家

庭中，陪伴孩子阅读的时间较少，而且并不注重阅读反馈，在亲

子阅读活动中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亲子阅读的时间较少、

质量不佳。教师要重视亲子阅读反馈机制的构建，有意识地引导

家长了解孩子的参与体验和需求，并鼓励孩子将自己的体验和想

法反馈给家长。通过阅读反馈机制的形成，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

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亲子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家校合作与亲

子阅读活动的融合，能够提升阅读活动对幼儿成长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亲子阅读活动对幼儿成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幼

儿园教师应在生活即教育思想指导下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促进

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形成与幼儿情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在

具体的亲子阅读活动指导实践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幼儿及其家长

实际情况，保证指导方式与幼儿阅读需求的适应性，便于家长参

加亲子阅读活动，这不仅能够丰富幼儿活动体验、扩大幼儿眼界，

而且可以从小培养幼儿阅读兴趣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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