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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亲子阅读的认知误区及消解
牛婉冬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江苏 淮安 223000）

摘要：亲子阅读对促进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家长对亲子阅读的理解存在诸多的心理误区：以成人喜好作为选择书籍的依据、

以检验结果作为评判成效的标准、以完成任务作为开展阅读的目标、以外驱刺激作为维持行动的推力。通过探寻亲子阅读的价值意义“赋

能、增智、怡情、笃行”，总结出消解误区的实践路径——儿童喜欢是根本、儿童需要是关键、儿童参与是主要、儿童成长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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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大卫·埃尔凯特（美国）曾说：无论一个人的生活

环境如何，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

所谓“根”就是给儿童足够的安全感，而“翅膀”就是给孩子自

由翱翔蓝天的勇气和力量。亲子阅读就能给儿童这样的根与翅膀，

对促进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亲子阅读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家长对亲子阅读的理解存在诸多的

认识误区，影响了亲子阅读的效果。

一、问题剖析——亲子阅读的认知误区

（一）抑制儿童阅读动机——以成人喜好作为书籍选择的依

据

家长片面认为亲子阅读就是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只允许孩子

读经典名著，而童话等书籍则被认为“价值不高”，不了解儿童

的心理特点和阅读需要，只凭主观判断。还有的完全任由孩子自

主决定，缺乏科学指导。这种以家长为主导的选择方式，会抑制

儿童的阅读动机，降低儿童的阅读热情。 

（二）忽视儿童发展规律——以检验结果作为成效评判的标

准

家长喜欢在阅读时随机检验儿童的识字情况，并设置一些颇

具难度的提问，以此检验亲子阅读的效果。若孩子回答不上来，

则认为是孩子没有专心投入的表现。这不仅挫伤了孩子的兴趣，

也会让阅读变得枯燥机械。究其原因，是父母对儿童的成长规律

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能采用有效的指导方法。

（三）弱化儿童过程体验——以完成任务作为阅读开展的目

的

父母容易忽视儿童的过程体验，简单地以“完成任务”为目

标，不能与儿童平等对话，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左右”

孩子的思考。阅读中多是父母读、孩子听，或者干脆用智能设备

代替父母读，缺乏必要的亲子互动，孩子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

无法从阅读过程中获得积极的体验。

（四）忽视儿童内驱激发——以外部刺激作为维持行动的推

力

内驱力的养成有助于激发儿童的自觉性，提高儿童的自我价

值感和认同感。然而不少家长忽视了这一点，亲子阅读只能坚持

一段时间或者几年时间，忽视了其在儿童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重

要的意义。不少家庭缺乏基本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把亲子阅

读变成了父母监督孩子的手段。缺少浓郁的家庭阅读氛围，孩子

就很难真正喜欢阅读。

二、价值追寻——亲子阅读的本质意义

（一）亲子阅读的内涵本质

亲子阅读的概念是由新西兰教育家霍德威等人在 20 世纪提出

的，它是指以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家长和孩子不以学习为

主要目的地共同阅读一本书。亲子阅读是一个情感沟通、享受爱

与幸福的过程，通过阅读，家庭成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心理满足，

孩子也能从阅读中获得勇气、快乐、智慧、希望、信任……

（二）亲子阅读的价值意义

1. 赋能—提升语言能力，培养阅读兴趣

亲子阅读可以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对儿童的成长具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力。一至三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抓住关键期

进行亲子阅读，可以培养儿童的语感、积累丰富的词汇、提升语

言表达等。亲子阅读带给儿童不一样的体验，他们从书籍中收获

快乐和提升能力，也激发了浓厚的阅读兴趣。

2. 增智—丰富拓展思维，促进艺术感知

亲子阅读能丰富和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儿童的

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儿童的思维变得更加活泼、多元、

有弹性。许多书籍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美术元素，经常阅读优秀的

儿童作品，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美的熏陶，获取精神的滋养，

促进儿童对艺术的感知能力。

3. 怡情—增进亲子沟通，愉悦成长历程

美国著名阅读研究专家吉姆·崔利斯指出，阅读是一种社会

性的经验，有他人的陪伴互动，才能有更多的理解和乐趣。阅读

中的亲子关系会更加亲密、和谐，亲子间传递着的不仅仅是书上

的文字，还有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这爱就犹如春日的清风细雨

悄然滋养着儿童的心田，润物无声，悄悄埋下“悦”读的种子。

4. 笃行—塑造健全品性，唤醒自主发展

我国学者赵琳曾做过一项研究：儿童早期良好的亲子阅读有

助于提升整体素质。亲子阅读中，儿童获得的不单单是语言能力

的进步、思维逻辑的提升，更是人生价值、意志品质、思想情感、

人际交往等非智力品质的健全。他们从阅读中汲取成长的养分，

主动认知和吸收知识，逐步从依赖型转向主体型发展。

三、实践探索——亲子阅读的消解路径

（一）立足点：儿童喜欢是根本

1. 坚持儿童立场——充盈阅读的童趣味

亲子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儿童，因此儿童喜欢是关键。

在选择书籍时，应坚持儿童立场，父母和孩子共同商量来决定。

如儿童喜欢的《安徒生童话》等书籍，其实是儿童作品中的名著，

相比生硬地阅读“四大名著”，这些书籍更具有童趣味，更适合

成为亲子阅读的优先选择。另外，男孩和女孩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

喜欢的书籍也不一样。男孩多喜欢富有冒险、创造和挑战的内容，

而女孩多喜欢奇幻仙境、可爱清新的书籍。因此，家长要细心观察，

掌握儿童的喜好和需求，让儿童逐渐爱上阅读。

2. 提升专业指导——调和阅读的适宜度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家庭教育不断进行调整、创新、完善

和升华的过程。给孩子选择书籍时，还需要与孩子的年龄特点相

契合。幼儿园阶段，可以给孩子选择一些字数较少的绘本；进入

小学后就可以借助桥梁书逐步过渡到儿童文学，再逐渐过渡到科

普书和历史地理类的书籍。亲子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提升指导的

专业性，可以帮孩子找到适合的书籍，孩子阅读起来既不会觉得

读不懂，又可以很好地促进阅读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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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发自我效能——拓延阅读的丰富性

“自我效能感”体现了个体对于自我能力的相信程度，亲

子阅读对激发自我效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当孩子运用一

些学过的新词，或者在看完一本书后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就要

多多肯定孩子。儿童在阅读中体会到成功，便能更好地激发自

我效能感。儿童的自我效能水平高，就更愿意参与各种读书活动，

愿意读更多更丰富的书籍，学习上也会更努力，面临困难时也

更能坚持下去。

（二）切入点：儿童需要是关键

1. 了解儿童特点——实现个性化阅读

个体发展具有差异性，亲子阅读中父母要了解儿童的特点，

为孩子量身打造个性化的阅读方案。并非所有的孩子天生都爱阅

读、对语言文字的接受和感悟能力都一样好。如果孩子不爱阅读

或者阅读能力较弱，切不可强制施压。如刚开始可以只读一页，

之后再慢慢增加，让阅读的能力也有一个渐渐生长的过程。同时

也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

相比，和昨天的自己比较，才会有不断进步的动力。

2. 遵循发展规律——创生有效性阅读

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亲子阅读中应遵循儿童的发展规

律，创生有效性阅读。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也同样适

用亲子阅读。如对于三岁前的儿童，可以以简单的绘本阅读为主，

孩子愿意听上几分钟就是有意义的。三到六岁之间的儿童就可以

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书来读，设置简单的互动话题。上了小学

以后则可以渐渐引导儿童试着复述简单的故事，谈谈自己的阅读

心得等，让儿童觉得阅读不是一件“难事”，轻松摘得阅读的果实，

那么亲子阅读的效用将会大大提高。

3. 检验动态平衡——催化理想型阅读

亲子阅读中检验阅读效果的方式应是动态性的，同一本书不

同年龄的儿童阅读或者同一个儿童阅读不同的书籍，其检验的方

式和结果都不应有固定的标准。如低年段时，孩子总是对世界充

满好奇，那么就可以引导孩子大胆想象。中高年段读这本书时，

就可以试着用平等、分享的方式让孩子复述故事，分析故事中人

物的描写，感悟作者想表达的主题内涵。通过动态的检验方式，

让儿童即使是阅读同一本书，也能获得新的体验和收获，催化出

理想型的阅读境界。

（三）生发点：儿童参与是主要

1. 阅读方式多样化——提高过程趣味性

儿童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时所采用

的方法。由于儿童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父母就可以多采

用一些新颖有趣的方式来进行亲子阅读。开发充满趣味的家庭读

书活动，这能让孩子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比如：家庭读书会，

全家一起来阅读；家庭小剧场，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现故事内容；

家庭小老师，向家人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等。多样化的阅读方式

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热情，使儿童觉得阅读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2. 亲子交汇互动化——增强过程融入性

亲子阅读中儿童和家长应处于平等的地位，阅读应是一种互

动生成的过程。具体包括语言互动、情感互动、延伸互动。如家

长有目的地提问，与儿童一起谈论书本的内容，鼓励儿童发表自

己的观点，家长对儿童的理解给予正面反馈并作必要的补充，进

行语言互动。如《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就可以进行情感互动。

家长可以学着故事中兔妈妈和兔宝宝互动的方式，通过抱一抱、

跳一跳、亲一亲等方式表达对彼此的爱。通过这些有效的互动，

增强阅读中亲子双方精神和情感的融入性，让孩子对书的喜爱又

增加了几分。

3. 氛围营造情感化——加深过程愉悦性

“母亲温柔的读书声是自己的童年音乐。”这是文学巨匠巴

金老人在回忆儿时与母亲一起阅读时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母亲的

读书声好似美妙的音乐，在心里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这便是亲子

阅读中蕴含的独特价值。亲子阅读时，需要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

当孩子轻轻依偎在父母的怀抱中，亲子共同徜徉在书海，感受文

字的美妙，父母用温暖的声音生动地讲述着故事，时而轻抚和亲

吻孩子地面庞，此时，父母的爱意伴随着动听的故事，如山间清

凌地泉水，缓缓注入到儿童的脑海中。儿童从这种温馨和谐的阅

读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愉悦感，心灵一步步丰盈起来。 

（四）聚焦点：儿童成长是宗旨

1. 制定阅读计划——在循序渐进中激发内驱力

内驱力的激发需要在循序渐进中来推进，亲子阅读也需要有

合理的规划。建议家长和孩子可以做一个长期的阅读计划，共同

约定每次共读的时间、共读的内容等。还可以通过打卡的方式，

如做一个“阅读进阶卡”，每日记录阅读历程，这不仅可以提高

亲子阅读的动力，也更有利于儿童长期阅读的坚持。有了全家人

共同的努力目标，相信孩子就更愿意投入阅读的怀抱。

2. 创设良好环境——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内驱力

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更有利于儿童阅读内驱力的稳定。阅读

环境主要包括良好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儿童要有自己独立的

阅读空间，一张合适的书桌，一个独立的书架，丰富多样的书籍。

同时，父母要给孩子创造舒心愉悦的心理氛围，关心孩子的阅读

情况、理解孩子的麻烦与苦恼，积极解答孩子的疑问与困惑，全

力支持孩子的阅读兴趣，让孩子在阅读中走近父母，在父母的爱

中悄然成长着。

3. 共享阅读乐趣——在榜样示范中稳固内驱力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渗透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从孩子的身上能看到父母的影子。想让孩子爱上阅读，

父母自己先要养成阅读的习惯。经常读书的家长才能带给孩子生

动有趣的故事，才能解答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才会有“腹有诗

书气自华”的精神气质。当孩子在迷茫之际，才能给孩子“仰望”

的星空和追寻的脚印。这样的家长才会对孩子的习惯养成有一个

积极正面的示范作用，孩子的阅读内驱力才会更加稳固长久。

四、结语

诗人史斯克兰·吉利兰曾说：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

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

书给我听的妈妈。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礼物莫非于愿意花时间

陪伴自己读书和成长的父母。亲子共读是每个儿童成长历程中最

宝贵的人生财富，是生命长河中弥足珍贵的难忘记忆。在清雅的

书香中，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一起聆听生命拔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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