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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早期阅读兴趣的培养 
◆任丽佳 

（萧山区靖江第二幼儿园  浙江杭州  311241） 

 
摘要：在早期阅读的价值不断被发掘的大背景下，当前早期阅读还是存

在着问题,影响着幼儿早期阅读兴趣的培养，主要表现为活动目标单一、

片面，指导方法不当，阅读环境不适合。本文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例如：科学地认识早期阅读目标，教师的观察与指导至关重要，重视早

期阅读的环境创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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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期阅读是指 0—6 岁学前儿童通过大量图文并茂的读物，

凭借变化着的色彩、图像、文字或凭借成人形象的读、讲来理解
读物的活动过程。幼儿早期阅读兴趣指的是幼儿对阅读活动和阅
读材料所表现出的爱好与喜欢倾向的个性心理特征。我国教育部
2001 年颁布实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语言领域明
确提出“喜欢听故事、看图书”的教育目标,并且在“内容与要
求”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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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激发幼儿的早期阅读的兴趣能培养幼儿的阅读习惯、促进幼儿的
语言发展、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一、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作为幼儿早期阅读活动开展的重要阵地之一，幼儿园的早期

阅读教育举足轻重。然而依据幼儿园早期阅读的研究资料和了解
的幼儿园早期阅读教学现状来看，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存在着不
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活动目标单一、片面 
在实习的过程中发现幼儿园有纯粹的认字活动。幼儿园在开

学的时候会建议家长给小朋友买《分级阅读》，也会给不同年龄
段的班级配相应的大的字卡，要求教师教小朋友认字。教师就会
在餐后活动或下午游戏活动时间教小朋友长时间认字卡，教给小
朋友这个字读什么，是怎么构成的，是什么意思。 

汉字是抽象的符号，而学前儿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与幼
儿的实际经验不符，所以幼儿长时间认字会感觉很累，久而久之
就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 

因为社会的压力，爸爸妈妈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是 优秀的，
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家里会教孩子认字，家长也会对老师
要求在幼儿园能够加入识字的活动。使得幼儿园的教学无形中增
加了压力。 

也有老师对于早期阅读活动的重点目标认识有偏差，认为识
字就是阅读，造成在实践中过多地追求识字量，而忽略了对幼儿
阅读兴趣、能力、习惯的培养。 

（二）指导方法不当 
1.教师的指导不全面，没有面向全体幼儿 
在开展集体活动时，教师往往只关注几个语言发展比较好的

小朋友，会忽略其他小朋友。每次举手的也是那么几个小朋友，
老师为了减轻自己的教学压力，就会请小朋友。这样就会导致好
的幼儿进步快，其他小朋友发展比较慢或者原地踏步。 

2.自主阅读时，教师很少指导 
有些幼儿在集体活动中表现很好，但是在自主阅读时就不会

看书了，随便翻翻，与在集体活动中的表现反差很大。产生这些
现象的原因是：第一，教师也很少给幼儿自由阅读的时间。第二，
也有的给了幼儿自由阅读的时间，但是教师却没有给幼儿指导，
教师在做自己的事情或者不能照顾到每个幼儿，使得部分幼儿连
正确的阅读方法都不会，随便翻翻，翻到哪里是哪里，或者在看
了一会儿书之后，把书放在头上，玩“下雨”游戏，更别说认真

看书了。 第三，在自主阅读活动中，没有及时地、适合的指导。 
（三）阅读环境不适合 
1.阅读区环境布置不恰当 
幼儿会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对周围环境的兴趣会多过于阅

读的兴趣。幼儿教师对阅读区环境布置不正确，会影响幼儿对阅
读的兴趣。 

在衙幼总园的 17 班级，有 3 班级的阅读区域光线不充足，
把阅读区放在了角落或者附近没有窗户的地方，也有 5 个班级阅
读区旁边的墙面用了过于鲜艳或暗淡的颜色，或花哨的墙纸。 

幼儿园配的书柜不适合幼儿的身高，每个班级放的书柜的高
度都是一样的，适合中大班幼儿，小班幼儿在拿书 上面两排的
书时就会有点困难，那么幼儿会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拿到书等。所
以不合适的书柜也会影响到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2.阅读氛围不浓郁 
有些班级不注重阅读氛围，在开学区域布置时教师考虑地不

够，把表演区、烧烤区等和阅读区放在一起。在开展区域活动时，
教师会安排 5—6 个小朋友去阅读区，很多小朋友都很愿意去阅
读区，但是在几分钟之后幼儿看书的心思就会被旁边区域的声音
所影响，听到什么有趣的、好玩的也想参与，加上教师对幼儿没
有明确的阅读要求，只是让幼儿在阅读区看书，导致幼儿对看书
没有兴趣， 后也跟在旁边的区域的幼儿一起玩了。 

3.缺乏合适的阅读材料 
（1）幼儿园购买阅读材料的投入较少 
在衙幼，每个班发下去的阅读材料很少，种类也很少，一般

都是迷宫类、看图识动植物、水果类的。导致在开学的几天里，
经常会有几个小朋友抢一本书看。老师们只能要求家长给小朋友
带几本书来幼儿园。 

（2）家长缺乏科学指导怎样选择书 
有些家长不惜重金购买阅读材料，但是我发现有许多阅读材

料不适合幼儿。比如，有些书大部分以文字为主，图画偏少，有
些甚至是《拼音识字》，由于没法读懂文字，幼儿对阅读材料就
没有兴趣。 

（3）阅读材料的内容不合适 
有些书籍是有暴力等不良倾向的读物，如《奥特曼》、《喜洋

洋和灰太狼》等，幼儿看了这些书之后，他们的人格会被这些故
事内容中用武力解决问题影响，导致在生活中幼儿模仿书中的内
容，在同伴之间相处时也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 

（4）更新阅读材料不及时 
幼儿园为了节省资金，一个学期不更换阅读材料或者阅读材

料太少，幼儿刚刚看到这些阅读材料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兴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幼儿书都看过好几遍时，他们会对这些
书失去兴趣。幼儿看书会有“走过场”的现象，拿着书，对着书
发呆，没有顺序的翻书，常常一下看前面，一下有翻到后面，注
意力也集中不到阅读上。 

二、对于培养幼儿阅读兴趣的建议 
（一）科学地认识早期阅读目标 
早期阅读活动的重点目标是培养幼儿对书面语言的兴趣、习

惯、基本能力，引导他们逐渐产生对汉字的敏感性，丰富他们的
前阅读、前识字经验和前书写经验。阅读的范围也不应只局限于
文字，还有图画、标识标记也应该纳入阅读的范畴。儿童在很小
的时候就对书面语言产生了兴趣，在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内是
怎样“留住”兴趣。 

因此，也可以让他们通过听觉（倾听）、视觉（阅读）、动作
（表演）、语言（讨论与讲述）等多种形式，多通道地感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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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发幼儿对阅读的兴趣，从而提高阅读效率。 
（二）教师的观察和指导至关重要 
在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多运用启发式的提问，引导幼儿带

着问题去读。还可以巧设问题，刻意地给幼儿设置一些“悬念”，
激发幼儿阅读兴趣，让幼儿自己打开书寻找答案；还可以利用图
画、多媒体等直观、生动、形象地进行阅读活动，引导幼儿观察
图片，激发与提高幼儿对阅读的兴趣，拓宽信息渠道，使幼儿全
面深入地理解阅读内容。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贵在坚持，教会幼
儿阅读，还要培养幼儿坚持阅读的习惯，这样才能保持幼儿阅读
的兴趣，提高阅读效率。 

（三）重视早期阅读的环境创设 
1.提供幼儿良好的阅读空间 
阅读区里面放置的书柜、书架、书袋要方便幼儿对取放书籍，

要符合各年龄层次、不同孩子的身高特点，也可以在阅读区铺上
地垫，放上几个小坐垫、小靠垫，条件允许也可以有小沙发。阅
读区的墙面、墙纸颜色不宜过于鲜艳或暗淡，需要淡雅，给人一
种安详、和谐的感觉，才能让孩子不受环境干扰而把精神专注在
图书上。 

2.阅读氛围要浓郁 
精神环境主要是指阅读的氛围，这对幼儿来说是极为重要

的。0—6 岁的孩子的言行大多数来源于模仿，如果孩子身边的
伙伴、教师、父母喜爱看书，也有良好的看书习惯，那么，这些
行为肯定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还有老师的引导、鼓励的语
言，也可以放些轻音乐创设轻松的氛围越是在创设良好的阅读环
境时必不可少的。 

我们可以把幼儿看成和自己同样平等的人，站在幼儿引导
者、观察者、鼓励者的立场去知道幼儿的活动，用一颗纯真的童
心去参与幼儿的活动。 

在衙幼实习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对幼儿的态度、引导方式和
评价都直接影响着阅读活动教学效果。比如在看图讲述中，幼儿
看到优美的图片，在我们的指导下，会产生生活的意念。如果说，
幼儿说错了，我们立即加以指责，幼儿说话的念头就会被抑制，
所以说与其指责幼儿的过错，不如鼓励幼儿进行新的尝试。班级
中总有一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也总有一些幼儿的语言表
达能力比较差；有的幼儿阅读兴趣浓郁，有的幼儿阅读习惯不太
好，但是，关键还是在我们应该做到不仅关心那些能力比较强的
孩子，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关心、鼓励那些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孩
子，给他们留下思考的余地，提供他们多看、多听、多想、多讲
的机会，从而提高阅读能力。 

3．提供幼儿适合的、丰富的读物 
我们除了应该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为幼儿选择合

适的材料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不以赚钱为目的，提供充足的阅读材料 
幼儿期是幼儿获得知识，获得教益的 初期。因此，幼儿园

应保证充足的阅读材料，幼儿阅读的图书不管从种类、内容来说，
都不能过于单一，涉及面应广一些。如《白雪公主》、《丑小鸭》
等童话故事，《看图识动、植物》等知识类读物，以及《幼儿智
力世界》、《看图说话》等益智类读物。另外，在内容的选择上还
应与幼儿的生活有关、内容简单具体有趣。还应提供更换的阅读
材料，可以同一个年龄的不同班级都配备不同的书，教师可以做
相应的调整，但还是要保证每个班足够的阅读材料。 

（2）老师应该给家长选择阅读材料时提出建议 
在帮幼儿选择阅读材料时，家长可以咨询老师，对于幼儿来

说，选择的图书必须是较大而清晰，图意明确，便于只认，因为
幼儿的思维以具体形象为主要特征，这就决定他们的读物仍以画
面为主，教师要精心选择适合幼儿阅读的色彩鲜艳、形象具体、
直观、富于情趣的图书，如《婴幼儿画报》、《幼儿童话》等，以
吸引幼儿阅读的兴趣。 

阅读材料除了要注重画面色彩鲜明，还有注重提供的阅读材
料的内容和题材是否多样化，从儿童生活到科学知识，从环境问

题到生命教育，亲情、友情、克服困难，经历奇险。幼儿在不同
的内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呈现形式中，渐渐体会到阅读的乐
趣。 

（3）注重幼儿的生活体验，反映生活的美好 
早期阅读中对作品里情感基调的把握是精神与血液里的东

西，引起的是灵魂的震动。我们摒弃把以成人的角度看作品强加
给幼儿，摒弃道德说教味道太浓的作品，所提供的作品必须贴近
幼儿生活，图画内容、简单、具体、有趣，能让幼儿有兴趣看下
去，并让幼儿了解生活的美好。例如故事《三只小猪上幼儿园》
就给刚入园的幼儿提供现有的情绪认同与疏解的管到，是幼儿的
真实生活体验，幼儿会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引起幼儿对故事
的兴趣。 

（4）及时更新阅读材料 
为了更好地保持幼儿对阅读的兴趣。需要根据幼儿幼儿阅读

能力兴趣的变化，坚持定期更换新的阅读材料，更换以不超过一
个月为宜，因为周期过长，会使幼儿对阅读材料产生厌倦感，不
利于幼儿阅读活动的开展，更别说兴趣的培养了。在一个班级中
每个幼儿应拥有 5-8 本图书，但是老师不能把所有的图书一次性
陈列出来，因为过多的图书会增加幼儿选择的难度，是他们疲于
选书而疏忽了阅读。在出现新书时，可以向全体幼儿做介绍，引
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应根据实际需要补充阅读材料或更换阅读材料，但是不
要一次性全部更换新的书，要尽量保证有幼儿熟悉、不太熟悉、
不熟悉三类图书在书架上，保持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总之，早期阅读对人生成长进步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
调动起幼儿的兴趣，正确有效地开展早期阅读教育，不断培养和
提高幼儿阅读能力，就能为幼儿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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