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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阅读在小学语文学科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崔慧玉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绘本深受小学生的喜爱，也因其形象生动的人物、轻松幽默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成为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如果教师能认清绘本对小学生语文学科学习的重要作用，掌握绘本的阅读指导方法，就能更好地进行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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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溯源于中国，可能早期日本人将中国的佛经（经卷图）、

绘卷（法华经）当成绘画书，后来发展成现在的绘本，这也是最早

的绘本。那么，什么是绘本呢？绘本是一种新兴而独特的儿童文学

类型，是一种以图为主，文字为辅的图书样式，绘本中的图画是绘

本的灵魂和核心，很多绘本文字没有或不能讲述的内容，通过图画

却可以直观、充分地表现出来。绘本中的图多是手绘制作，生动形象，

十分传神。而文字在绘本中处于次要地位，有时甚至会出现无字的

绘本。绘本的作者用这些生动形象的图画来表情达意，大多具有教

育作用和启示意义。

随着新课改的稳步推进，语文教育的重要地位越发突出。在基

础教育中，小学生应怎样更好地进行语文学科学习，阅读绘本是一

种很有效的学习方式。绘本是最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图书样式，

近几年在我国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它以其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图画、

有趣的故事成为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图书样式。而绘本在培养孩子

的认知能力、创造力、想象力方面能量巨大，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能

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教师能认清绘本对小学生语文学科学

习的重要作用，掌握正确绘本的阅读指导方法，就能更好地进行语

文教学。基于此，我提出了以下促进语文学习的绘本阅读指导方法。

1. 以自读法阅读绘本 促进小学生识字练习

绘本教学不可能把这本书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学生，教师能做到

的只是教给学生适当的阅读方法，让他们自己探索书中的奥秘。而

自读法，就是一个可以让学生们自主学习的重要方法。自读法，顾

名思义就是学生自己阅读绘本，绘本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它

需要让小学生自己去感悟、领会和思考 [1]。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就

可以什么都不做，一味听凭学生的主张；也不是指教师要全程指挥，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起着领导者的作用，而是要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

到活动当中。在学生们开始自己阅读之前，教师应该先向学生们简

单介绍一下这节课的学习目标，向他们介绍一下相应的学习方法，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在学生不会的时候及时给

予帮助，在自读完成之后应该组织学生们进行学习汇报，交流学习

结果。

自读法，作为一项重要的阅读方法，不仅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指导学生，促进学生识字练习方面也

有着极大的优势。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绘本带到学校来，

在阅读课上进行阅读。初步阅读绘本的时候，学生难免会遇到一些

生僻的词或者不熟悉的字，在这时不是去查字典、词典，而是需要

学生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或者绘本中图画所表达的含义来理解该词汇

或者理解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并且在理解的过程中，把不认识的

字词画出来，以便于之后的查找。在经过自己的理解之后就开始了

查找的过程。在查找完毕之后，在不会的字词上标上拼音和注释，

最后再抄一遍在自己的积累本上。这样学生就完成了自己认识生字，

熟悉生字的过程。然后学生再一次默读绘本。当学生熟悉了整个书

的大致内容的时候，就开始积累绘本中的美词美句。同学们可以将

自己喜欢的词、句标记在绘本相应的图画上，或者记录在积累本上。

在同学们阅读完毕后，由教师组织学生来进行交流分享。选择一些

同学们将自己的绘本，大声的朗读出来，并且将自己学会到的一些

生僻的字词、美词、美句写在黑板上。在这个过程中，分享的同学

可以再一次巩固自己所学到的生字生词和美词美句，而没来得及分

享到同学也可以将同学们所分享的字词，记录在自己的积累本上，

在课后跟同学们一起交流，这样不仅学习到了自己绘本中的知识，

也学习到了其他同学书中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识字量，学习到了

更多的词语。

这整个用自读法进行阅读指导的过程，就是一个阅读—分享—

生成的过程。同学们首先对绘本进行阅读积累，然后和同学们进行

分享，最后将所学到的字词内化为自己内在的知识。最后，同学们

所学习到的生字生词，已经是经过了多次熟悉之后的产物。同学们

对于所学到的新的字词会更加印象深刻，不易忘记，有利于长时记忆。

2. 以想象法阅读绘本 开发小学生思维能力

想象是小学生阅读的主要特点，也是小学生阅读的重要方法。

绘本的图画清晰优美，色彩鲜艳，人物形象丰富有趣，有助于学生

展开丰富的想象 [2]。它给予了小学生交流想象的时间和空间，能极

大地满足孩子们爱幻想的心理，还能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 [3]。

在初步阅读绘本的时候，学生们可以直接透过文字与图画，根

据图画所描绘的意境，对故事情节展开丰富的联想、想象。例如奥

地利经典绘本《我无所不能》，弗兰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刚开始

学习飞行一次又一次的掉在了树枝上，接下来的一张图是弗兰克浑

身漆黑的坐在地上。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它

为什么会浑身漆黑，去猜想他到底又经历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除了根据特定的图画之外，学生还会根据它的文字描述来展开

联想。绘本中的文字有两层含义，一种指绘本中固有的文字本身，

不妨称之为显性文字。另一种文字并未真正出现在绘本中，需要借

助读者的思维能力将它再现出来，称为隐性文字 [4]。绘本中的显性

文字大多幽默风趣，当学生们阅读绘本时，会不自觉得被带入到情

景当中。在绘本《爷爷一定有办法》中，以一块旧布料的变化为线

索。作者通过爷爷为约瑟夫缝制小毯子的布料的变化，以及在布料

演变过程中爷爷说的话“这料子还能够做……”引出悬念，引导学

生们进行故事情节的想象、推理 [5]。当爷爷拿出剪刀咔嚓的剪毛毯

子的布料，然后在用针上下的穿梭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引导学

生想像爷爷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当学生们都认为爷爷再也用不了这

块布料做东西的时候，作者就会用“爷爷一定有办法”来引导，接

下来展开了爷爷用那块废布料做的一个毛毯、一件外套，一个背心，

一条领带，层层递进，引导学生想象文中的高潮和结局。但当我们

想要体会绘本中的隐性文字时，则需要运用更多的想象和思维能力。

还是在绘本《爷爷一定有办法》中，我们看到了爷爷用灵巧的双手

为自己的孙子一次又一次地改那块旧布料，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我

们也发现了爷爷对于约瑟夫的爱和约瑟夫对于爷爷的信任和依赖。

这都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而需要学生们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进行

理解。

在教师运用想象法进行阅读指导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

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他们并没

有被社会上的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所以教师在进行想象法的阅读

指导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给学生们下一个标准答案，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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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想象力是需要被否定的。所以在想象法教学中，教师应以发

挥学生的主体个性为主导，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主线，在尊重学

生的基础上，重视他们的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适当的表扬肯定，

以促使他们敢于说话、敢于想象，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3. 以拓展法阅读绘本 增强小学生表达能力

小学教学的各个学科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将学习到的理论应用

到实际当中。而在语文学科当中，我们进行儿童阅读指导一个重要

意义就在于培养学生和别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拓展法对于增强小学

生表达能力具有很大的作用。拓展法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拘泥于书

中的内容，而是结合阅读内容展开拓展延伸活动。

拓展法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表演式。表演式，就是将绘本中的

一些故事情节通过同学们的表演来再现出来。绘本中的图画上面的

信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做多种解释。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理解做出不同的表演。这种表演式，既可以加深同学们对故事的

理解，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表演式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学生们通过自己对绘本的理解，将自己带入到图画的人物当

中去。另一种则是学生们理解了绘本的主题，选择了一个与其主题

相类似的故事来进行表演，但这种形式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需要

师生之间的共同努力。例如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教师可以根据

表演法来加深学生对该绘本的理解，增强他们的表达能力。教师为

学生准备一些彩色卡纸用来做道具，例如绘本中出现的大树和月亮

等。接下来在让学生自己选择想要表演的角色，如绘本中出现的大

兔子和小兔子，再现绘本中的人物的性格特点。

除了表演式，我们还可以用猜想式的方法来进行阅读指导。我

们可以结合绘本文字留白处，引导学生发挥想象，猜想故事发展，

续编故事情节，让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充

分的发展。以《三只小猪》为例，老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三只小

猪盖房子的前半段内容，然后出示一张三只小猪各自盖的房子的图。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时候大灰狼来了会发生什么呢，由此可

以使同学们进行大胆的猜测，推测后面的故事情节发展。教师也可

以将整个故事都全部讲完，然后让同学们说一说，如果刚开始都用

石头盖房子，那么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就是猜想式可以

进行的方式。

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读故事，讲故事，和同学一起画故事，

续编故事和在扉页处写前言等方式来进行拓展法的阅读指导。

总之，绘本阅读教学的方法还有很多，但每个方法都有各自的

优点。对于不同类型的绘本，老师应该采取不同的阅读指导方式，

让学生们能够全面理解绘本所要表达的主题意义，让学生们对绘本

的故事通过合适的阅读方式来进行领悟，帮助小学生理解世界，同

时也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绘本作为一个新兴的儿童文学样式，在培养小

学生阅读能力，帮助小学生进行语文学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小学

生喜欢阅读绘本，但是完全依靠自主阅读很难完成对绘本的深入理

解。因此，广大小学教育工作者应当加强对小学生绘本阅读指导的

重视，积极担负起阅读指导工作，运用自读法、想象法、拓展法等

方法对小学生进行阅读指导，提高小学生绘本阅读的有效性，使绘

本阅读在小学生成长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小学生语文学科的学习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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