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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细节，点亮阅读 
——绘本阅读中有意义细节的指导策略 

周继丽 

（江苏南通市开发区立大幼儿园） 

摘要：绘本阅读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其主题、类型丰富多样，画面表现的形式也很多，其中有些作家会通过细节的增添、设

置和隐藏来增加图画的趣味和表现力，丰富图画的叙事容量，让画面透入更深远的意味。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初步了解绘本中有

意义细节的不同类型，体会这些细节设计的精妙作用，学会借助细节丰富自己的阅读体验，能进一步提升幼儿的阅读水平，为幼儿

高质量的自主阅读储备能力。本文着力写了有意义细节的类型和相应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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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英文名字叫做“picture book”，图画和文字共同叙述故事，

堪称图文合奏。优秀的绘本在图画跟文字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

关系，而是通过细节的增添、设置和隐藏来增加图画的趣味和表现

力，丰富图画的叙事容量，让画面透入更深远的意味 1。 

有的细节与主题无关，只不过是增加一点小噱头或出于作者个

人的癖好，但是有些细节却与主题息息相关，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

细节，整个作品就缺少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2。而这种与主题息

息相关的细节，我们称之为有意义细节。在师生共读的过程中，教

师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初步了解绘本中有意义细节的不同类型，体会

这些细节设计的精妙作用，学会借助细节丰富自己的阅读体验，能

进一步提升幼儿的阅读水平，为幼儿高质量的自主阅读储备能力。 

一、有意义细节的类型 

根据绘本中设计者所赋予的有意义细节的作用，可以将有意义

细节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暗示发展线索的细节 

线索是指叙事性文艺作品中贯穿整个情节发展的脉络。它把作

品中的各个事件联成一体，表现形式可以是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

展或某一贯穿始终的事物。有些线索作为故事发展的主体很容易发

现，我们通常称之为主线。然而，画面中的某些不起眼的角色或事

物也许正是设计者安排的另一线索，而这些线索细节通常隐藏在画

面中，成为故事的暗线。  

2. 表现角色内心的细节 

一般情况下，角色内心的情绪情感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传达的。

然而，有时为了增强画面效果，设计者还会通过变换图画的大小、

明暗、空间布局等细节来表现不同角色的心理或性格。 

3. 丰富主题内涵的细节 

绘本中的细节不仅仅传递了“是什么”，有时它们还从不同的

侧面勾勒着主题，丰富着作品的内涵。 

二、有意义细节的阅读指导策略 

1. 回溯线索细节，寻因猜果 

对于绘本中的线索，主线所讲述的故事通常是绘本内容的主

体，是教师制定绘本阅读目标的重点，细节勾勒而成的暗线同样精

彩，它是丰富故事情节、增添绘本叙事容量的重要载体。因此引导

幼儿学会挖掘隐藏在画面中的细节找到暗线，可以进一步增进幼儿

对绘本内容的理解和感受。然而，幼儿的阅读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

他们阅读时还不能灵活地分配在各个角色、事物上的视觉停驻时

间，比如较难分辨出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阅读的重心是什么等问

题。若贸然地让幼儿关注代表暗线的某些细节，或者这些暗线细节

本身就比主线更吸引幼儿，那么幼儿很容易把关注点从主体故事移

开，把配角误看成主角，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何解

决上述矛盾呢，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先人为地忽略暗线，引导幼儿阅

读主线所叙述的故事，当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挖出暗线时，教

师再引导幼儿自主回溯前文，找出线索细节，以寻找导致该阶段情

节产生的原因或推测该情节会给故事带来的结果。如此，既顺应了

幼儿的阅读特点，又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并较好地发挥了幼儿的

自主性。 

以绘本《袜子》为例，小狗由远及近的活动暗示了晾晒好的干

净袜子最终变成脏袜子的结局，它是本文的暗线。考虑到暗线中的

小狗可能会分散幼儿对主线中袜子的注意力，因此我事先采用遮挡

法把绘本每页上的小狗遮挡起来。师生共读时我先引导幼儿关注故

事的主线——阴雨天气终于结束，一位叔叔端着一盆五颜六色的袜

子出来晒，他先晒了一双红袜子，又晒了一双⋯⋯当所有袜子都晾

晒完毕后，情节发生了转折——所有的袜子都掉到了地上，干净的

袜子瞬间变成了脏袜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想必此时幼儿非常想知

道原因，这个转折正是引出暗线的最佳时机。于是我立即话锋一转，

引导幼儿自主阅读小书回溯前文寻找原因。其实，幼儿有着自己的

判断力，在特定的情境下他们能自主寻找到隐藏在图画中的线索。

利用幼儿对故事转折存在极大好奇的时机，激发其回溯前文自行寻

找原因或推测结果，这正是一个特意为幼儿创设的情境啊！  

2. “放大”内心细节，同理共情 

对于内心活动的烘托，有两类细节比较常见。角色的细微表情、

动作变化等细节直接地表现了角色的内心或性格，而画面的色彩、

明暗、空间布局等细节间接地反映了角色的内心特点。对于前者，

由于表情、动作等细节所占画面空间的比例较小，当师生共读大书

时，幼儿较难清晰地分辨角色表情、动作的细微特征或变化，这时

教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放大表情、动作细节，使之清晰地展现在

幼儿面前，帮助幼儿通过该细节判断角色内心的变化。对于后者，

由于画面的色彩、明暗、空间布局等细节与角色的内心活动之间的

联系很容易被读者忽略，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地“放大”这种联系，

引导幼儿思考画面的这种设计是否代表某种含义，从而帮助幼儿辨

别角色内心特征，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 

以《老鼠与蝙蝠》为例。此绘本就涵盖了以上两类细节。设计

者通过老鼠不屑一顾的表情、双手抱胸前、脚后跟着地、尾巴上翘

等一系列的动作来表现老鼠趾高气昂的内心。由于这些细节画面微

小，因此我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这些细节抠出并逐一放大显示，以加

深幼儿对此类细节所传达出的老鼠洋洋得意的内心活动的认识。另

外，设计者还利用画面的明暗、大小等细节凸显了老鼠和蝙蝠不同

的内心世界：骄傲自大的老鼠背后打着明亮的镁光灯，形象高大，

铺满整个画面；自觉惭愧的蝙蝠却处在黑暗的角落里，让读者产生

蝙蝠惭愧得想“挖个地洞钻进去”的冲动。由于这些细节所传达的

方式比较间接，粗心地读者或阅读经验较少的幼儿会很容易忽略掉

它们存在的意义，此时老师要引导幼儿聚焦此类细节，思考其蕴藏

的含义，以体验角色的内心特征。因此当我和幼儿一起阅读大书时，

我引导幼儿想一想为什么老鼠的背面是刺眼的镁光灯，而蝙蝠却藏

在黑暗的角落里。幼儿的回答让我很惊奇，有幼儿说：当我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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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害羞的时候，我就想躲起来，不想让别人看见；也有幼儿说：老
鼠一定很得意，它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本领比蝙蝠大，所以它站
在灯光前希望大家都看它。幼儿的表达虽然朴素稚嫩，但他们却实
实在在地体会到了画面中的这些细节设计与角色内心之间的紧密
联系。这些传达主角内心的细节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有意
识地“放大”，引导幼儿思考和体会其中的含义，体验角色的内心
活动。  

3. 紧扣主题细节，领悟内涵 
一部文学作品打动人的力量，往往来自它所传达的思想和情

感。而对于一部艺术品(包括图画书作品)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它
试图表现什么思想，而是它以何种创意和方式来表现 3。而作品中
为凸显主题而精心设计的细节是体现作者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师生共读的过程中，紧扣主题细节，引导幼儿领悟其中的内涵，是
增进幼儿对绘本主题理解的有效方法。 

以绘本《跳芭蕾舞的牛》为例。绘本的主题是鼓励人们有勇气
坚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并为之付出努力。为了体现角色的巨大勇
气，绘本选择笨重的奶牛为主角，因此感受芭蕾舞与奶牛身材之间
的矛盾是引导幼儿体验奶牛坚持跳芭蕾舞的宝贵精神的前提。为
此，我从网上下载了一段优美的《天鹅湖》芭蕾舞选段，让幼儿欣
赏芭蕾舞演员的优美舞姿。然后，我故意将视频暂停在芭蕾舞演员
踮起双脚、亭亭玉立的画面上，引导幼儿思考：这是什么舞蹈？你
从哪里看出来？通过交流，我把问题聚焦到了芭蕾舞演员特定的舞
姿上，即必须踮起脚尖跳舞，以此启发幼儿发现芭蕾舞演员的身材
要求——苗条。然后我让幼儿观察封面中正在跳舞的奶牛，还未等
我发问，幼儿很快发现了奶牛身材的笨重，但奶牛踮起脚尖跳舞的
样子却很美，它的舞姿是那样优雅，它的神情是那样专注，大家都
抛弃成见，相信奶牛一定跳出美丽的芭蕾舞。那么奶牛会成功吗？

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事呢？我引导幼儿观察奶牛练舞时的微笑、专
注、窗外的时空变化，让幼儿体验奶牛为实现梦想不分昼夜地练习；
我引导幼儿观察其他动物对奶牛跳舞的反应，想一想他们会如何嘲
笑奶牛，学一学他们模仿奶牛跳舞时的样子，让幼儿体验奶牛不惧
他人评价坚持心中所爱的执着和勇气。最后，奶牛真的成功了吗？
我让幼儿自主阅读小书，找一找你能证明奶牛成功的细节证据。通
过引导幼儿发现和体验设计者围绕作品主题所设计的一系列细节，
幼儿深刻地感受到了奶牛选择跳芭蕾舞的不易，并为其坚持梦想、
努力练习的精神所感动，更为奶牛喜获成功的结局而拍手叫好。如
此一来，幼儿较为深刻和全面地把握了作品的主题和内涵。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古语有云：“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经典名言都强调了方法传授的重要性。
绘本阅读是幼儿开启智慧旅程的重要途径，而高质量的自主阅读是
绘本教学的最终的目的。笔者通过探索有意义细节的类型以及师生
共读时的阅读指导策略，旨在为幼儿设立鹰架，授其以渔，培养其
巧识细节、活用细节的能力，最终形成自主阅读的能力。此时的教，
正是为了今后的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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