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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幼小衔接"识字准备功能的互动绘本设计研究 
周天天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经天路园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幼小衔接”指的是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在幼儿园时，教育方式主要是游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教师会在

课堂上领着儿童做游戏或者是看图识字，学习环境较为轻松。而在小学，教育方式变为系统化教学，课堂上规矩秩序的树立，以及

学习压力的增加容易导致儿童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而“识字准备”的互动绘本，通过图画和文字来讲述故事，让儿

童学习语文知识，即便儿童识字量匮乏，也能够根据图画摸清故事脉络。因此解决好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对于促进儿

童的身心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幼小衔接阶段的儿童在识字准备中所遇到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识字准备互动

绘本的主体内容和表面设计，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使得儿童能够通过互动绘本来提高对于阅读书籍的兴趣，加深对于字形结构的认

知同时增加识字量，也为正式入学后的学习教育提前做好铺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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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育观念下，儿童在 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通常都是被

家长或教师要求死记硬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更是广为流

传。这极易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得儿童学习负担重，挫伤学习兴趣。

因此，如何帮助处于幼小衔接阶段的儿童在入学前逐步增加识字量，

是摆在教师与家长面前的紧要问题。而识字准备互动绘本则能够轻

松解决，不仅能让儿童在阅读时全身心的投入到绘本的故事里，还

能够在过程中培养儿童的阅读书写兴趣。 

一、幼小衔接阶段识字准备应注意的问题 
（一）家长教育方式问题 

现阶段，许多家长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升入小学以后学习进

度跟不上，所以通常都会在幼儿园时便要求儿童提前学习数学、语

文等科目。让儿童盲目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弟子规、乘法表等，

却不允许儿童玩玩具和小伙伴玩耍的家长屡见不鲜。如此揠苗助长

的行为，丝毫不注重教育方式，很容易提前在儿童潜意识里埋下学

习枯燥无味的种子，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成长。而互动绘本在这个过

程中能够将乏味的学习过程变得生动形象，将儿童从被动接受知识，

变成主动的吸收知识。从而进一步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前的适应准备，

促进儿童幼小衔接阶段的顺利过渡[1]。 

（二）儿童学习方式问题 

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先行学习的儿童入学后能够较为容易的

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而缺乏相应知识储备的儿童则压力较大。这

是因为小学的学习任务相较于幼儿园不再是简单的做游戏，或者

看图识字，课上的学习内容以及课下的作业，往往都需要儿童有

一定的识字量与汉字知识。但需要教师与家长注意的是，“识字准

备”的意义不单单是一昧的要求儿童增加识字量，而是要让儿童

在与文字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了解文字的框架结构、书写方式、

组词含义等。 

二、识字准备互动绘本的价值 

绘本常常是儿童启蒙过程中第一种接触的文学形式。互动绘本

能够通过丰富的图文编排来给儿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同时，还

能更容易得去理解绘本故事内涵，并提供一定量的知识常识。而为

了引起儿童内心的共鸣，部分绘本会描绘一些与儿童年龄特征、行

为特征相似的人或者动物。在阅读过程中，儿童通常会对绘本中人

物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进行模仿，学会换位思考，锻炼儿童的思

维能力。 

互动绘本相较于传统绘本，优势便是在于能够让儿童把阅读当

做游戏，可以让儿童在书内进行游戏，提高绘本的趣味度与参与度，

进而方便儿童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故事当中去。例如：互动绘本中的

拼图游戏，能够锻炼儿童的记忆力和逻辑能力；探索游戏则更为考

验儿童的辨别能力。由于在传统小学教育方式中，背诵方式较为死

板，导致许多儿童对语言学习愈发不感兴趣，所以对于处在幼小衔

接阶段的儿童，首要任务是培养其对汉字的兴趣。而互动绘本中，

既包含故事，又包含了游戏，能够让儿童以一种非学习的方法来了

解汉字，观察汉字的结构特点，通过绘本中的图画作为辅助，儿童

更能加深对于汉字的发音及书写特点的理解，增加学习自信心[2]。 

儿童在小时候常读什么类型的书，对于他以后的读书种类是起

着决定性的影响的。而有些互动绘本能够让儿童学会判断是非善恶，

培养正义感和责任感；有些可以让儿童学会怎样培养一颗坚强的心；

有些可以对儿童的精神世界有着较大的帮助。互动绘本更能够较为

平和的告诉儿童一些平日里，家长们难以对儿童直述的问题。比如

死亡、婚配等。有一些经验的获取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而有一些经

验则来自于自身的所听所看，却不必亲身体验便可获得。比如：互

动绘本上面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随地扔垃圾，进

入校门后不带红领巾，食堂打饭插队等不文明行为， 终受到老师

处罚的故事。这能够给正在阅读的儿童起到相应的警示作用，自觉

规范行为举止。 

三、识字准备互动绘本的主体内容设计 

（一）要具备引导作用 

一份优秀的绘本可以让儿童沉浸在故事之中，通过阅读、互动

的方式参与到故事的发展[3，4]。而在这期间，保证图画的连贯性、丰

富性、合理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使儿童更为容易地了

解故事体系，明白本篇故事所表达的观点内容。比如：如果直接告

诉儿童，不能够擅自使用刀具，儿童肯定会有相应的疑惑：刀具是

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够碰？碰了以后又会有什么后果？这样的话儿

童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在互动绘本中，里面的人物可以将刀具

的使用方法，因为马虎大意划到了手的后果，受伤了以后会怎么样，

应该怎么去做，一一讲明，让儿童明白，儿童不能随意使用刀具的

原因，培养其安全意识[5]。 

（二）浅显易懂 

与小说不同的是，在绘本中，文字数量是远远低于图画数量的，

起到的大多都是辅助作用，不必描述得十分详细。只需要在儿童的

认知理解范围之内即可。但要注意的是，浅显易懂的绘本内容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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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粗制滥造，而是要注重文字的加工、故事的紧密性、连贯性。

在保障内容的生动有趣的同时遵循以图为主的原则，使儿童能够在

绘本中学到东西[6，7]。与此同时，还可以将文字经过变形处理后放进

图画中，从而加深儿童的对于汉字形象和结构的记忆。但设计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文字变形幅度不能过大，影响儿童认知，如果经过

变形后的文字儿童根本认不出，那便毫无意义；文字变形应遵从逻

辑性，关联性，不能过于牵强，导致儿童对汉字认知产生偏差。比

如：日、人、田等字都可以十分自然的融入到绘本图画之中[8]。 

（三）细节丰富 

尽管绘本中图画数量多于文字数量，但是设计初衷都是要培养

儿童的阅读能力、思维逻辑能力、想象力和观察力，那么在细节处

的内容则必不可少，无论是在图画中布置线索，还是在文字中埋下

伏笔[9]。这样可以让儿童在阅读绘本时，还能够获得“发现宝藏”的

乐趣，促使儿童今后阅读绘本的时候，观察细微，以期有所发现和

收获。在绘本中加入字谜，难度要小，思考的逻辑性要从汉字结构

方面入手，勾起儿童的好奇心。比如：儿童正在聚精会神的阅读绘

本，突然发现了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却需要解字谜才能够破解，

一方面激起儿童的好胜心，另一方面也能够加强儿童的思维逻辑能

力。相较于传统的字谜书，儿童在与绘本互动的过程中，既调动了

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儿童的观察能力[10]。 

（四）产生认同感 

一个优秀的绘本往往能够充分调动儿童心中的共鸣，获得儿童

的认同感[11]。儿童的世界往往都是可爱、纯真、单一的，即便是偶

尔出现的坏人，往往也具有幽默性。所以绘本中的人物形象，应尽

量和儿童具备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长相憨厚，性情淳朴，秉性善

良等特点。绘本中的角色距离儿童的生活环境越近，儿童的认同感

便越高。生活中的歇后语、童谣、儿歌等，韵律感十足，且较为口

语化，朗朗上口。在学校中教师们也会把学习技巧编成儿歌，从而

方便儿童们记忆。而在互动绘本中便可以加入童谣或儿歌，让儿童

们能够在阅读的同时，还可以把故事唱出来，这样便可以很轻松的

记住绘本内容，并且对于儿童的发音练习也有一定帮助[12]。 

四、识字准备互动绘本的表现形式设计 

（一）洞洞书绘本 

学前儿童对于身边事物都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而双

手是他们接触感受外界事物的“接收器”，遇到新奇事物第一时间想

到便是用手摸摸。洞洞书绘本便由此而生，当儿童在探索洞洞书中

不同形状的孔洞时，这些孔洞会带给他们更为真切的感受。洞洞书

绘本上面的孔洞设计与内容都是相互结合的，通过本页的孔洞可以

观察到下一页的部分内容，但是当翻到下一页时，儿童们所见到的

内容又与在上一页时的猜测遐想所不同，充满惊喜，使儿童学习到

知识的同时始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13]。 

（二）翻翻书绘本 

翻翻书绘本往往分为局部翻翻书、折页翻翻书与分段翻翻书。

局部翻翻书的内部有着多个翻转面，页面与页底往往具有一定的逻

辑关系，比如本页为问题，儿童思考无果，那么翻页便是对应的答

案，所以局部翻翻书的内容往往都是对于生活常识或者科学知识的

科普，旨在加强儿童对于世界的认知。而折页翻翻书顾名思义，纸

张能够折叠翻转，使儿童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事物。与前两者相比，

分段翻翻书更为复杂一些，常常分作几段，每一段各自独立，合在

一起时则又是另一个故事[14]。 

（三）立体绘本 

立体绘本现阶段已较为普遍的在儿童之中流行，较为常见的表

现形式有：房屋、树林、汽车、舞台等。与传统书籍不同，立体绘

本在打开后能够将书中的图画故事较为立体的呈现出来，让儿童与

故事内容“面对面”，能够亲自动手操作，控制故事情节的发展，寻

找相较于其他绘本中不一样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立体绘本不但

吸引了儿童大量的注意力，更提高了儿童的操作能力，思考能力，

同时也提高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15]。 

（四）积木绘本 

近年来，乐高积木与 DIY 拼图都广受学前儿童的欢迎。而积木

绘本则是将原本完整的图画拆开，来让儿童自己动脑动手拼凑，除

了绘本上面图画所提供的线索，文字也可以作为解谜方式之一。将

图画中的文字分开，或是将一个字按照偏旁部首拆成几部分，或是

将成语词组拆成单独的汉字，再来让儿童拼接积木，来组成完整的

汉字或词组，从而加深对汉字拼音含义的了解[16]。 

结束语： 

在幼小衔接阶段，相较于外语而言，汉字的学习难度较大，结构

复杂。而识字准备互动绘本，则能够让儿童做到喜爱阅读的同时，提

高识字能力，锻炼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夯实儿童阅读基础，让儿童

真正做到在游戏中阅读，进一步提升对于汉字的好感度，并提高识字

量。与此同时，儿童绘本的作者们也应当有着一颗真正热爱儿童图画

的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受儿童喜爱的绘本创作发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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