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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玩”转图书，“悦”在其中 
——浅谈幼儿园大班开展自制图书活动 

◆夏晓彬 

（厦门市莲龙幼儿园  福建厦门  361001） 

 
摘要：自制图画书是利用幼儿熟悉地、感兴趣地素材，鼓励幼儿与伙伴、

老师、家长一起合作制作，让幼儿学习用折、剪、叠、画、涂等方式方

法，对绘画、照片或标本等进行造型、色彩等方面的组合、重组，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只制作出一本本精美的图画书。教师合理利用自制图画书

资源，创设丰富的大班阅读区环境，能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染阅读带

来的快乐。因此本文重在探索自制图画书的多样化方式方法，引导幼儿

感受美和表现美的能力，提升幼儿对文字的敏感性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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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图书是幼儿早期阅读中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它是一种伴
随阅读，是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的，本着“做中
玩、做中学”提升幼儿在一日生活中对日常标志的熟悉和用途的
掌握。在幼儿园美工与绘画的开展中创设良好的操作环境，并结
合其他区域合理的开展活动，可以有效的提高幼儿的语用行为能
力，优化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在享受亲自动手动脑的过程
中不知不觉的体验到了自制图书给阅读带来的乐趣，提高自己动
手操作及对阅读的理解能力，很多时候，孩子们会拿着自己随手
画下的图画、或是拿着一张照片、图片，津津有味地与同伴分享、
创编趣事儿。他们对亲手制作和感兴趣的东西是乐于阅读和分享
的。因此，我们也在思可否挖掘幼儿身边多种资源，以自制图书
为载体，以合作互动为纽带，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 

一、大班开展自制图书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一）激发阅读兴趣，培养自主阅读能力。 
幼儿在自制图书的阅读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提升想象力和创

造力，为幼儿的内心愉悦感提供有效的源泉，这就是自制图书所
带来的魅力。自制图书中，都是幼儿身边发生的事物，其中的故
事情节也都是由自己创设，这使得幼儿可以熟悉的将图书中的情
节与同伴们分享，自信的展现自己对图书中故事的理解与讲述。
通过与同伴的分享与讲述，幼儿在这过程中收获了自信与快乐，
达到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 

（二）提升文字的敏感性，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自制图书中，语言的叙述是重要的一环，孩子们会根据图书

画面的内容使用恰当的语法、句式或者符号来叙述，规范化的语
言描述在经过幼儿口头讲述的后会变得生动有趣。自制图书过程
中，幼儿需要将自身口语化的描述转变成自制图书中的书面语
言，并且加入特定的人称和句式用语，形成规范的自制图书，以
到达培养幼儿用语习惯正确的目的。幼儿在将口头话的语言转化
成书面化语言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和探究语言的准确用语，可
以顺利的达到规范使用书面用语的目的，提升幼儿的语言表达及
应用能力。 

（三）加强互动关系，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自制图书的开展过程中，需要父母与教师，以及同伴间密切

的互动，如：在与同伴共同制作图书的卡通线描、插入页码、页
面设计、封面规划，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幼儿与同伴间有效的进行
了互动，提升了语言交流。在亲子制作图书的过程中，家长与幼
儿一起找主题、想思路、选材料，以及图书中的文字和图画展现，
都需要凝结家长和幼儿的智慧，这其中无不体现着亲子的乐趣与
亲情的交融。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提出了在“大班开展自制图书活动的实
践研究”，通过以自制图书为载体，以此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 

二、大班自制图书活动的有效开展策略 
我们开展自制图书的活动旨在提高幼儿的阅读能力，加深幼

儿对图书的阅读理解，提升幼儿阅读能力，不断的加强幼儿终身
阅读理念，因此，我们探寻适合孩子并易于接受的方式去开展。 

（一）巧妙制作，乐于阅读 
组织幼儿制作图画书的活动，是预设性和生成性的统一，无

需也不应整齐划一，这样的图画书才能成为幼儿分享阅读的对
象，为幼儿分享阅读做铺垫。这样的图画书才能成为幼儿分享阅
读的对象，为幼儿分享阅读做铺垫。 

可以来源于幼儿的各种活动，幼儿本身主题活动通常是在幼
儿主动学习中开展的，学习探索过程可以来源于幼儿的家庭生
活，家庭生活中的人和事是幼儿非常熟悉的 ，风趣的家庭生活、
美好的亲子游戏和回忆等都是自制图书的良好素材；可以来源于
幼儿的兴趣点，幼儿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物都抱着浓浓的好
奇心，如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和想象，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等，都
可以用自制图书的方式给幼儿提供展现的平台。幼儿的在自制图
书中的材料设计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教师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
和引导幼儿恰当的组织与表述。 

（二）素材丰富，调动感官 
在自制图书的过程中，教师能够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选择

编制图书的内容，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素材去丰富幼儿的感官体
验，制作出有层次、有个性、有创意、有互动的的图画书。 

1.手巾书 
很多小手巾上有很多漂亮的图形，有美丽的小云朵，五颜六

色的花花草草，更有孩子们津津乐道的动画人物，我们可以将手
巾按图案进行分类，在每幅图案旁边写上一些适宜的文字或符
号，编制成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书。 

2.纸盒书 
利用一些纸盒的立体性，在 6 个面上进行图文编制，孩子在

看书的过程中可以和游戏相结合，玩中看，玩中学，集娱乐和学
习为一体。 

3.照片书 
家庭中，照片是承载着记忆的媒介，里面有孩子熟悉的亲人

与难忘的历程，这样的书是孩子 有感受、 能理解的书，而且
每个孩子都能准确告诉朋友书中的内容，可以让孩子有表现的机
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三）互动共制，多元表达 
图画书的制作是一门大学问，不同层面的人制作的图画书，

总有不同的特色。为了让幼儿在个性化的图画书中爱上阅读，我
们可从图画书的制作形式入手，以大带小、合作互助去完成。 

1．师幼互动。 
使用幼儿感兴趣的事物，进行行之有效的归纳整理，并运用

到自制图书中是比较理想的，兴趣是 好的老师，只有幼儿感兴
趣的事物，才能使幼儿不会厌烦，成功率也能大大的提升；在老
师和幼儿的共同合作去完成一本自制图书，不仅能让孩子享受阅
读，收获快乐，也能提升老师在阅读指导方面的能力。 

2．亲子共制。 
自制图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家长的积极参与，家长和孩子

在一起制作时，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知识，在安静、温馨
的氛围里家长与孩子一起画、剪、贴、读，在故事中快乐的共享，
在共同的话题中开心的聊天，了解并加深对幼儿喜好的了解。同
时，在制作的过程中也能激发家长的阅读意识，培养亲子共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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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这种相亲相爱的情感交流胜过书上的知识。 
（四）递进阅读，生成经验。 
自制的图画书更贴近幼儿的生活，便于幼儿去阅读、去表达、

去理解。我们可以有条理的去组织设计了一套递进式的阅读方法
——即形成了阅读的“教学活动链”。然而，这些活动链是我们
跟随幼儿阅读图画书的脚步，分角度、分阶段地引导他们学习，
其中每个活动之间都是相互联系，有简到难，层层递进，从而达
到分享阅读的目标和能力。 

a 理解式阅读——主要以看图讲述的方式开展的阅读。幼儿
运用已有的语言能力，在仔细地观察图画书的画面感的同时，并
用相关的词语去简单描述图画书的一些画面信息，感受与同伴一
起阅读的快乐。 

b 创编式阅读——可以故事教学的形式引导幼儿有创造性的
阅读。创编式阅读必须有前两个阶段式阅读作为铺垫。当幼儿已
了解自制图画书中静止的画面表达流动的故事情节时，那么我们
可鼓励幼儿主动寻找图画书中各故事情节之间留有的些许空白，
让他们一起插上想象的翅膀，去大胆的链接全新的故事。 

三、结语 
马斯洛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 高层次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

的需要。老师要抓住幼儿兴趣的关注焦点，以及幼儿熟悉的生活
中可利用的素材，积极创设机会，满足幼儿的这种需要。所以在
自制图书的成果实现中，也能让幼儿充分体验到成果的喜悦，看
到自己的创作，能激发孩子的阅读欲望。自制图书中，幼儿可以
得到对文字的敏感性提升，增强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正是有了这
样一个平台供幼儿去表达、表现语言能力，并以此来促进阅读方
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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