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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早期阅读的调查研究 
——以沙县某幼儿园为例 

彭静文 

（三明市沙县区夏茂中心幼儿园  褔建三明  365500） 

 

一、问题的提出 

早期阅读是指幼儿从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的前期阅读准

备和前期书写准备，给幼儿提供有具体意义的、形象生动的阅读材

料，以培养兴趣为主，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地积累对文字的认

识，更好地为阅读服务。指导幼儿阅读，不仅仅要通过环境的创设、

讲述和示范、提问和暗示等多样的形式来激发幼儿的兴趣，更要学

会运用技巧把自己的教育意图转化为幼儿的主观意愿。这样才能使

幼儿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在阅读过程中焕发出来。 

平时常看到班上的幼儿因为没办法拿到喜欢的书而引发冲突，

这让我不得去关注孩子的阅读需求，语言区投放的图书孩子是否喜

欢，我们教师和家长们对幼儿早期阅读的培养是否遵循《3-6 岁幼

儿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理念，所以

想做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对象和时间 

1.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12 月 9 日 

2.对象：某幼儿园某大班幼儿 

（二）研究方法 

1.观察法：对大一班的幼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观察记录，主要

观察本班级幼儿每天在自由阅读时间的行为。 

2.调查法： 

（1）向家长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幼儿在家中阅读情况。 

（2）了解班级图书提供情况。 

3.访谈法：通过访谈了解幼儿对班级提供的图书的喜欢倾向及

教师对幼儿阅读的了解。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本班图书与幼儿喜欢情况 

1.本班图书投放情况 

语言区中的图书大致可分为图画书和科普常识两类。图画书是

指书本内容大部分以图画为主，以小部分文字为辅，也有的图画书

根本没有文字，以图画向幼儿传递信息的书本，比如“小仓鼠”系

列绘本；科普常识书籍主要就是“食物链中的秘密”系列。 

调查结果表明，大一班共有 31 本图书，图画书有 27 本，占该

班级书本总数量的 87.1%，在该班级语言区中图画书占了很大一部

分，“小仓鼠”系列绘本有 10 本；“生命教育”系列绘本有 4 本，

社会交往绘本有 5 本，其他绘本有 8 本；科普常识有 4 本，占该班

级书本总数量的 12.9%，是该班级语言区中最少的书籍；期刊 0 本。 

2.幼儿喜欢的图书情况 

（1）幼儿对语言区书籍的喜欢情况 

我对该班级 31 名幼儿进行了调查，询问了解孩子们对该班级

图书的喜欢情况，全班 31 名幼儿都表示喜欢。我把图书分类摆好，

让幼儿来选择更喜欢哪一类图书。第一喜欢科学常识的 10 名和第

二喜欢科学常识的 12 名，共 22 名；第一喜欢和第二喜欢小仓鼠系

列的都是 5 名幼儿，共 10 名；第一喜欢生命教育系列的 6 名和第

二喜欢生命教育系列的 1 名，共 7 名；第一喜欢社会交往的 8 名和

第二喜欢社会交往的 13 名，共 21 名；第一喜欢其它种类的 2 名。 

（二）家庭图书购买情况 

通过我们收回来的问卷，经统计发现近一年内家长为幼儿购买

图书存在很大的差异，购买 0-5 本的有 5 个家庭，其中有两个家庭

竟然一本图书都没有买，购买 20 本以上的也只有一个家庭；近一

年购买图书花费 0-100 元的有 18 个家庭，购买图书花费 300 元以

上的只有 3 个家庭。（见表 1） 

表 1 该班级幼儿家庭近一年为幼儿购买图书情况 

数量（本） 人数（名） 花费（元） 人数（名） 

0-5 12 0-100 18 

5-10 14 100-200 9 

10-20 4 200-300 1 

>20 1 >300 3 

近一年为幼儿购买图书数量在 0-5 本的有 12 人，占该班级总

人数的 38.7%；购买图书 5-10 本的有 14 人，占总人数的 45.2%，

为最大比例；购买图书 10-20 本的有 4 人，占总人数的 12.9%；购

买图书 20 本以上的有 1 人，占总人数 3.2%。（见图 1） 

 
近一年为幼儿购买图书的花费在 0-100 元的 18 人，占总人数

的 58.1%；购买幼儿图书花费在 100-200 元的 9 人，占总人数的

29.0%；购买幼儿图书花费在 200-300 元的人数为 1 人，占总人数

的 3.2%；购买幼儿图书在 300 元以上的家庭有 3 人，占总人数的

9.7%。（见图 2） 

 
（三）家庭阅读条件与亲子阅读 

1.家庭阅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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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的存放 

有 3 名幼儿有专门的书柜，占总人数的 9.7%；有 2 名幼儿有专

门的书架，占总人数的 6.4%；有 7 名幼儿有专门的抽屉，占总人数

的 22.6%；有 6 名幼儿有专门的收纳筐，占总人数的 19.4%；有 13

个幼儿的图书室随意放的，没有固定放图书的地方，占总人数的

41.9%。（见图 3） 

 
（2）幼儿阅读条件 

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固定的地方阅读的幼儿有 17 名，

占总人数的 54.8%；无固定地方阅读的幼儿有 14 名，占总人数的

45.2%。（见图 4） 

 
（3）幼儿每日阅读时间 

有 4 个幼儿在家里每天阅读的时间 20-30 分钟左右，占总人数

的 12.9%；有 6 名幼儿在家每天阅读的时间为 5-20 分钟，占总人数

的 19.4%；有 21 名幼儿在家里只是偶尔阅读，5 分钟以下，占总人

数的 67.4%。 

2.亲子阅读情况 

从调查结果表明，只有 3 个家庭经常与幼儿一起阅读，占总家

庭数的 9.7%；有 5 个家庭偶尔与孩子一起阅读，占总家庭数的

16.1%；有 23 个家庭几乎没有陪孩子一起阅读的习惯，占总家庭数

的 74.2%。 

经调查发现，该班级的大部分家长对幼儿的阅读并不是很重

视，仍然忽略了阅读的重要性。有部分家长虽然有给孩子购买一些

图书，但存放图书的地方杂乱，又或者没有固定的地方给孩子存放

图书；大部分家庭未给孩子创设良好的阅读条件，孩子无固定阅读

图书的地方；有的家长对孩子阅读的重视只停留在买书的投资上，

往往未能更有意识的关注幼儿的阅读，未能安排出足够的时间一起

与幼儿阅读。 

（四）班级阅读情况 

1.阅读时间 

该班级教师安排幼儿自主阅读图书的时间主要有两个时间段，

分别是区角活动时和午餐后，每次阅读时间大致在 20 分钟左右。

通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午餐进餐速度比较慢的几个孩子，基本上

午餐后是没有阅读图书的，阅读时间最长的基本上就是那几个进餐

速度比较快的那几个。 

2.师幼共读 

在餐前或者离园前，该班级教师会给幼儿讲一两个故事，组织

幼儿进行安静活动的一个过渡，该班级教师讲故事非常生动、有趣，

每每该教师讲故事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都非常集中，之后的自由阅

读时间中，孩子都会想自己再阅读一次同本图书。餐后的阅读时间

孩子缺少引导和指导，孩子的阅读没有质量的收获，都在找书、换

书的过程中。 

四、小结与建议 

（一）小结 

经调查得知，该班级投放图书的种类较少，图书的数量也比较

少，总数只有 31 本。与幼儿交谈中发现幼儿只是“被迫”喜欢这

些书籍，因为没得选择，在这为期两个月的观察中，该班级没有新

增或更换图书。该班级教师不仅仅没有为幼儿提供足够数量的图

书，更没有给幼儿足够的阅读时间和良好的阅读环境，教师对幼儿

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的教育缺少深层次的引导。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家庭都会为幼儿购买图书，但是购

买图书的数量少之又少，有少数家庭几乎没有给幼儿购买书籍。各

家庭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近一年为幼儿购买图书的花费在

0-100 元的 18 人，竟占到总人数的 58.1%，可想而知这些家长对幼

儿阅读有多不重视，为幼儿购买图书在 300 元以上的只有 3 个家庭，

占总人数的 9.7%。有 18 个幼儿有专门存放图书的地方，有 13 名幼

儿没有专门存放图书的地方，个别幼儿的图书随意摆放。每日阅读

时间维持在 20-30 分钟的只有 4 名幼儿，有 21 名幼儿在家里只是

偶尔阅读，甚至有部分孩子几乎没有阅读，有 23 个家庭几乎没有

与孩子一起阅读的习惯。 

（二）对幼儿早期阅读的意义 

1.关于幼儿在园阅读方面 

首先，在提供的图书上，31 位幼儿只有 31 本图书，种类不够

丰富。在投放图书时，教师可以提供适量的、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

图书，积极引导班级图书对幼儿本体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作用，尽量

避免与家庭图书重复，造成阅读自愿的隐性浪费。 

其次，在新旧书的更换上，通过访谈教师和两个月的观察与记

录，发现该班级的教师未能积极、定时更换该班级图书，没有在封

面上粘贴标志来引导幼儿如何取放、管理图书。建议教师要以了解

不同层次的幼儿在不同阶段喜欢不同类型的图书为前提，对幼儿的

图书进行及时的补充和更换，以幼儿为主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满足孩子不同阶段的阅读需求。 

最后在阅读环境的创设上，《指南》中提出教师应“提供相对

安静的地方，尽量减少干扰，保证幼儿自主阅读”的环境，通过对

幼儿的观察记录知道幼儿到户外阅读，注意力容易分散，教师组织

活动很难开展。 

2.家园合作 

教师要了解家长在家庭里为幼儿创设的阅读条环境、图书的种

类等，有针对性地对家长进行指导，努力为幼儿营造宽松、适宜的

阅读环境。引导家长经常抽时间与幼儿一起阅读图书，高质量陪伴

幼儿，提高幼儿的阅读质量。引导家长以幼儿为主体，发挥家长的

主导作用，重视亲子阅读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最后，我们

还可以引导家长开展亲子阅读会，相互交流幼儿阅读环境的创设、

亲子阅读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