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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创设室内良好环境，培养幼儿阅读兴趣探析 
◆仓  决 

（西藏山南市实验幼儿园  856000） 

 
摘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

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因此在当前的幼儿教育阅

读活动过程中，我们作为教学工作者就应该积极创设良好的环境，促进
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在实际教育实践活动，阅读环境的创设要求较高，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希望下文笔者的论述可供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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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阅读是引导幼儿参与学习的基本手段，利用阅读素材能够逐

步带领幼儿认识世界、熟悉环境，对幼儿的语言能力和思维意识
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刚要”）
“语言”部分明确地把幼儿的早期阅读方面的要求纳入语言教育
的目标体系，提出要“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
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1]” 

1、营造室内文化氛围，激发幼儿阅读兴趣 
文化氛围其实是一种大环境，因此当前的幼儿教育活动中，

我们需要集中创设有效的幼儿教育环境。室内是幼儿参与一日生
活和日常学习活动的客观环境，是幼儿最为熟悉的空间，它能够
与幼儿组成最直接非语言的阅读信息交流，对幼儿的心理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创设阅读环境的过程中，室内环境是其中
的一大部分，因此结合室内环境要素营造利于阅读活动开展的文
化氛围也尤其重要。如室内文化墙的布置，要讲究艺术性，要考
虑幼儿的兴趣和关注点，墙饰不仅具有装饰、美化环境的作用，
更应具有教育和实用价值。同时文化墙的布置还要从幼儿的兴趣
需要出发，尊重幼儿的想法，充分调动幼儿的自主性。又如我时
常倡导幼儿们要勤俭节约，变废为宝，引导他们用废弃的饮料瓶
制作花盆，种植大蒜、白菜心，洋葱苗及各种花草，放置在窗台
上，观察植物的成长，并学习用图画记录下植物的生长过程。这
样通过对自己劳动产品的观赏阅读，既发展了幼儿动手和思维能
力，也培养了他们阅读学习、获取知识的健康心理[2]。 

2、结合幼儿思维特点，利用画面引导 
依据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来说，在阅读教学中应用画面引导

策略对于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通过丰富
的画面内容，幼儿能够在阅读教学活动中丰富知识技能，提升阅
读学习有效性[3]。这里的典型图画包括图画书中揭示故事角色或
提示故事内容的画面、重复情节的画面、通过细节表现角色心理
活动的画面、难以理解的画面、信息量最大的画面、显示图画书
风格的画面等等。如以图画故事《狮子爸爸当模特》为例，故事
描述了：有一天狮子爸爸去赶庙会，想为小狮子买件小礼物，狮
子爸爸站在一个老太婆的地摊前挑选漂亮的发卡，突然，刮起了
大风把老婆婆的黄绸子吹翻了，黄绸子飞了起来，发卡撒了一地，
老婆婆又是跳着抓绸子，又是弯腰捡发卡，嘴里一直说着：“糟
糕，糟糕……”，当她看到狮子爸爸被风吹乱的鬃毛时……，上
述故事内容通过图画形式进行展现，幼儿通过画面理解故事情
节，针对有理解难度的画面，教师应该强化自身的引导作用，选
择典型画面进行阅读指导。 

3、科学选择绘本阅读内容，营造形象的阅读氛围 
阅读内容的科学选择是开展有效阅读教学活动的前提和基

础，在幼儿园绘本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将强化阅读的趣味
性和有效性，绘本则成为首要选择。具体来说，首先应该选择符
合幼儿认知水平的绘本内容，如针对小班幼儿来说，其思维具有
直观行动性的特点，因此幼儿教师应该选择贴近其生活的绘本且
语句简短、重复，内容易懂，绘本颜色鲜艳[4]，如《我的地图》；
根据中班幼儿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应选择具有粗浅的知识，画
面较丰富，有情节有趣味的认知类、社会类绘本，如《小威向前
冲》；大班的幼儿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开展萌芽，这一时期可以
开展逐渐将科幻类和情感类的绘本，如《鱼儿会有游泳吗》。其
次，选择的绘本应该具备不同的功能，如能力培养绘本，可以培

养幼儿的社会性和促进幼儿的想象力发展，如《威康先生的圣诞
树》中一颗神奇的圣诞树，传递着快乐和幸福，让幼儿懂得了分
享的快乐。如生活习惯培养类绘本，培养幼儿的饮食习惯和友好
交往的习惯，可以分别选择绘本《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小黄
和小蓝》。 

4、运用现代媒体创设情景，引导幼儿体验阅读乐趣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现代媒体教学已成为我们课堂教学中不

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多媒体在教学中可以发挥其较强的视听和丰
富的动感功能，创设生动具体、形象直观的阅读情境，营造宽松
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就幼儿园幼儿的年龄特
点来看，现代媒体辅助教学显得更为重要。我在平时的教学中，
提前做好电子课件，将课本中的一个个语言图片故事制作成具有
动态感的画面，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展示给幼儿观赏，并引导他
们亲自操作，通过视、听、动感悟学习内容，使幼儿产生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如在学习儿歌《棒棒糖》时，我尝试利用课件进
行教学：我制作了电子课件，准备了各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
棒棒糖，创设了与歌词内容相吻合的动态情景，引领幼儿仔细观
察，感受情景的有趣和快乐。这样做激发了幼儿浓厚的阅读兴趣，
使其在活动中始终保持着积极愉快的学习状态，不仅加深了对歌
词的理解，还提高了对文字的敏感度，活动效果显著。 

结束语： 
综上，幼儿教育是幼儿接受启蒙教育的时期，我们的教育目

标不是知识教学，而是着眼于幼儿的可持续发展可能性，促进幼
儿的兴趣养成和素质提升。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优化幼儿阅读
效果符合幼儿的语言能力培养需求，利于调动幼儿的阅读兴趣，
构建和谐的阅读教学氛围。因此笔者在上文主要针对幼儿阅读教
学中激发幼儿兴趣的主要路径展开研究，希望本研究的内容可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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