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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培养 
◆朱丹丹 

（重庆两江新区花朝点典幼儿园  401122） 

 
摘要：教育部发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要为幼
儿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条件，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可见对于幼儿阶段阅读兴趣与习惯的培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重
点结合 3—6 岁儿童不同时期的成长特点，分阶段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培养
幼儿阅读的兴趣，帮助其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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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关于培养兴趣，郭沫若说过：“兴趣能使我们的注意
力高度集中，从而使人能够完善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有了兴趣，
就会去勤学苦练，就会对一个人的成就发生作用。兴趣是可以培
养出来的。”这也说明了兴趣的重要性。儿童的意志力比较薄弱，
自控能力还比较差，因而兴趣的培养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国外，
人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早期阅读兴趣培养。据说，犹太人都很爱读
书，在他们出生不久，父母就把蜂蜜洒在《圣经》上，让孩子去
舔，从小让孩子认为书是甜的，并从此不断的给孩子讲上面故事，
书始终放在床头。让孩子从小感觉到看书和吃饭一样重要，从小
就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使孩子受益终身。3—6 岁是孩子一生
中不可错过的“黄金阅读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有义务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帮助其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幼儿的
阅读兴趣和习惯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
该如何去把握和执行呢？ 

一、选择适合不同年龄幼儿特点的图书 
（一）画面简单，主角鲜明，背景不复杂 
对于 3——4 岁的幼儿，在选取故事时要注意它的画面不能

够太丰富。过多的人物和画面，常常会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扰
乱他们的视线和干扰思维。尤其是背景，太复杂的话，容易干扰
孩子的注意力，这样幼儿就会分不清该页图书要表达的意思，分
不清该页图书的重点是什么，影响幼儿阅读的效果。同时，主要
角色的色彩要明显，吸引幼儿注意力。可以多选择如有关动物、
小朋友的故事。 

（二）依据故事情节、主题、文字等文学要素选择图书  
情节是故事发展的线路图，引领幼儿逐步领受故事所传达的

意义，因此图书要有生动的情节，要能通过 简单的内容，传达
出蕴涵着爱和生命等丰富的内涵、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使
幼儿在潜移默化得到感悟和启迪。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由于其认知、语言等发展的不同，在阅
读的偏好及需求上也有一定的区别，各年龄幼儿所喜欢的图书的
特点大致如下： 

小班：小班幼儿保持注意力的时间较短、对熟悉、具体、生
动的事物感兴趣，对动作和声音偏爱、爱模仿。所以应为他们选
择内容短小生动、情节简单，一次能看完的图书。因此单幅画页、
版面大而精美更能受到孩子门的喜爱。 

中班：在小班的基础上，中班幼儿乐于欣赏、学习具有清晰
情节和结构富有想象力、感染力和思想性的图书，情节有变化、
有悬念但不过于曲折。而且喜欢表现人物情感和心情的性格鲜明
生动的图书。而且这时幼儿喜欢欣赏拼贴画、水粉画、色铅笔画
等不同绘画风格的图书。书籍的形式以连环画为佳。 

大班：大班幼儿对新奇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的欲望，乐于
欣赏多种题材和形式的优秀故事、童话图书，奇思妙想、出乎意
料的神奇事件和人物的图书，甚至探讨一些抽象概念或恐惧情绪
的图书都是他们喜欢的。为大班幼儿选择的图书情节应跌宕起
伏，更多的图文并茂，让孩子开始在阅读中欣赏文字，虽然不强
求孩子记住那些文字，但早期的看会给孩子留下痕迹，相当于一
种潜伏学习，而且有图片对照，更容易留下印象。 

（三）启蒙孩子，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如充满人生真谛的《三字经》，《弟子规》等。人之初，性本

善，性相近，习相远……，结合平时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循序渐
进的指导幼儿。 

二、介绍新图书，引发幼儿对图书的关注和阅读兴趣 
在新书投放阅读区前，教师必须将新书介绍给孩子，并完整

地朗读或讲新书的故事，然后把书放到书架上，这样做往往能激
发幼儿的阅读愿望。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是给幼儿读书的首要工
作，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巧妙地设计别致的介绍的方法，

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我们感到比较有效的方法： 
利用小班幼儿喜欢游戏心理，对于情景性较强的图书，教师

巧妙利用游戏形式，引发幼儿对新书的关注后，以师幼共读方式
为幼儿讲新书。 

随着孩子幼儿阅读兴趣的提高、阅读图书的丰富、阅读经验
的提高，在来园、餐前等时间请幼儿来向大家介绍图书，简单地
讲出自己读过的故事中有趣的情节，还可以就图书内容提出相关
的问题，并将问题用孩子们喜欢的图文结合的方式画出来，贴在
阅读区墙饰中，不仅通过阅读增强了幼儿的信心、提高了语言表
达能力，同时还激发了其他幼儿也去读更多书的愿望，孩子们读
书的兴趣大增。 

三、开展读书评价活动，在分享的过程中激发阅读更多的图
书 

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幼儿学习的重要途径，有时教师可适
当采用幼儿评价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幼儿阅读的兴趣和愿望。当
幼儿在图书区经历一段时间阅读后，在大部分幼儿阅读了阅读区
图书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年龄班幼儿的特点和能力，围绕图书本
身的画面和故事情节等内涵等不同方面，教师引导幼儿进行评
选。 

引导小班幼儿从可爱的形象和美丽的色彩评选；而对中班幼
儿，则引导他们主要围绕故事的情节展开讨论和评价，使幼儿感
受图书情节和绘画的的美；对大班幼儿，则引导他们重点围绕故
事的内涵和人物性格进行评价，引导幼儿进一步感受故事的涵义
和丰富的人物性格。 

四、亲子共读，为孩子树立良好的阅读榜样。 
专家们认为，在家里，父母应尽可能多地和孩子在一起看书，

做孩子的阅读榜样。同时，还可经常与孩子在一起交流读书的方
法和心得，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或具体内容复述出来，把
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讲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如果经常
这样做，孩子的阅读兴趣就可能变得更加浓厚，同时孩子的阅读
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一）创设良好的家庭读书条件 
一个家庭有没有书，孩子是不是经常能接触到书，这与孩子

是不是喜欢阅读有着很大的关系。将对孩子阅读有益的书籍，放
在孩子每日见到的地方。 

（二）家长要成为孩子读书的伙伴 
身教重于言教，只有热爱读书的家长才能培养出爱读书的孩

子。家长首先要喜爱阅读，懂得阅读的方法，了解书籍的内容，
这样才能指导孩子阅读，用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带动孩子喜欢
阅读。培养孩子养成阅读习惯的初期， 重要的是要多读文章给
孩子听，这样不仅可以延长孩子有意注意的时间，增加孩子的识
字量，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促进他们的情感发育，更重要的是可
以培养他们读书的兴趣，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地想去读书。慢慢
的，他们对读书的态度就变成了“我要读”。 

（三）让幼儿在游戏中阅读 
要让孩子喜欢阅读，必须让他有参与的兴趣，游戏往往是孩

子 乐意接受的活动。在家庭阅读的活动中，和孩子玩串字游戏、
排图游戏、编故事结尾等，使孩子觉得阅读也是有趣的游戏。 

（四）调动孩子阅读兴趣 
在读书时，留下悬念给孩子。听家长读了精彩的文章，却缺

少结尾，悬而未决的情节催促孩子自己急切地去寻找问题的答
案，慢慢他会挣脱家长的扶持，自己自由地畅游于书海，寻求他
的精神家园。 

总之，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和习惯的方法很多，特别需要强
调的是，亲子阅读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促进他们良好
阅读习惯的培养，而且在促进亲子间语言、情感的交流和相互了
解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幼儿教师，我们要和家长一起，
形成教育合力，进一步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引领幼儿逐
步感悟故事所传达的深沉的意味、厚重的情感、深刻的哲理，感
受文学作品无穷魅力的同时，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幼儿阅读兴趣的培养以及阅读习惯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需要我们长时间地培养和观察，我们有责任让孩子学会阅
读，真正能够让他们在阅读中收获知识，体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