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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大班幼儿早期阅读的生活化探究
顾　洁

（常春藤实验幼儿园，江苏 无锡 214100）

摘要：幼儿园阶段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对阅读产生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形成自主阅读的能力，理解、分析、

评价，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和读物成为朋友。将阅读变成常态、生活化，孩子们就会成为积极的学习者。作为教育者来讲，在开展早

期阅读活动实践中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鼓励幼儿多种阅读，多元发展，放开孩子手脚，让孩子学会学习、学会思考、

学会生活，大胆想象，积极思维，引导幼儿在阅读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乐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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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活到老，学到老”，阅读能力能帮助人们获取新资讯，

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基础。

大班幼儿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培养他们自主阅读兴趣、习惯，

是大班幼儿进行早期阅读培养的重点，也是幼儿园语言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阅读中做好大班的书写准备，也是幼小衔接的主

要一个内容。所以，在幼儿产生阅读兴趣和培养阅读习惯的关键

阶段，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与思考。如何在这个关键阶段，发展幼

儿的阅读能力，提高幼儿认读、理解、记忆、分析、思辨、运用、

评价、创造的阅读素养，为他们以后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了解生活，

了解幼儿的生活现状、了解生活发展的趋势、生活对人的要求的

变化。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大班幼儿已具备了早期阅读的生理

机制和心理机制，是语言思维发展的关键期。在进行大班幼儿早

期阅读的研究中，深感要将阅读活动融合到幼儿的生活之中，采

取多种方法激发幼儿阅读的兴趣、鼓励幼儿在阅读中感受生活、

在生活中乐享阅读。

一、用环境熏陶，兴趣引领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看来，生活就是教育，就是教育的内容，

生活教育内容博大无比，是动态的，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

也是全面的，由此而开展的教育是有利于受教育者的终身的。良

好的阅读环境不仅能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还能使幼儿在与环境

的互动中主动去探索、感知和积累阅读经验。对此，我在环境创

设中采用了以下策略：

（一）环境渗透式策略

将“儿童阅读生活化”这一理念融合于幼儿园整个环境创设中，

我们在门厅一角，阳光充足的位置设置了“亲子阅读区”，投放

了情感类、认知类的绘本，家长可以陪伴幼儿在沙发上、藤椅上

进行阅读，增进亲子间的交流与感情。大厅中、游戏区内、幼儿

园走廊等展示幼儿的自制课程故事，当幼儿散步或是自主游戏时，

会停留驻足，分享自己的发现与经验。班级阅读区中提供一块白板，

当幼儿有奇妙的灵感或是独特的见解，可以在这块白板上涂鸦，

描绘、记录自己的观点，给同龄孩子一点启发与共鸣，让环境会

说话。

（二）材料多样性策略

根据大班幼儿的特点有的放矢地提供各种形象生动、形式多

样的图书及进行故事表演的道具、头饰等，并引导幼儿自制图书、

自制各种各样的道具、师幼共同合作的故事盒等，多种类型的阅

读材料能充分调动幼儿的好奇心，从而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例

如孩子们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绘本，通过一本本的阅读，孩子

可以收集相关的资料，儿歌、童谣、民间故事、相关物品等，引

导幼儿从绘本中，发展探究能力。

（三）互动参与性策略

大班幼儿更喜欢和自己同龄人游戏，他们在互动中相互学习、

相互模仿、共同成长。在绘本团讨中，我们会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自己的所见所想，收集相关阅读材料，和家长一起设计制作道具、

头饰，带到幼儿园与同伴分享表演；邀请有资源的家长来园进行

家长助教，丰富幼儿知识；收集整理幼儿的阅读心得，用绘画或

者幼儿画图、教师记录的方式，张贴于不同的阅读环境中，以供

幼儿欣赏；发动幼儿共同参与阅读环境的创设，如在班级活动区

中创设“图书展览会”、幼儿园“安全提醒”小插图、大树简介等。

二、多方面选择，多元发展

孙莉莉教授说现在教师面对的问题不是“我该如何教”，而

是“我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学习”。在选择绘本的时候，我们要根

据大班幼儿的语言发展要求和能力情况，有目的、有取舍地进行

选择，区分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提升不同能力层次幼儿的阅读

水平。孩子们对图画有着独特的偏好，同样一幅图画，会有不同

的看法见解，在共读一本书时，孩子们互相学习，知识经验得到

大大地提升。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照顾到班里每个幼儿个体的

需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关于某一本书所要阐述的主题或内容已

经具备了哪些经验，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在阅读时的不足和长处，

这样才能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幼儿都得到发展。

（一）戏剧表演阅读活动

戏剧表演是幼儿根据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表演的游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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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不是以演给别人看为目的的，它是幼儿的一种文娱活动，即

使没人看，幼儿也会饶有兴趣地进行表演。当然一开始选择适合

幼儿表演的作品很重要，这就需要故事具有较强的情节，故事中

的角色形象生动有趣，尤其故事中角色之间的对话，容易让幼儿

用动作和创造性语言表演出来。如在故事“乌鸦与狐狸”中教师

可以适时地进行提问：“狐狸看到肉非常馋，它会用什么口气对

乌鸦说话？”请幼儿大胆试一试，想办法表演得与别人不一样，

有自己的特点。还可以启发幼儿：“乌鸦还会说什么？”只要幼

儿能用肢体动作和充满表现力的语言，表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

解时，创造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二）想象阅读活动

在讲述故事之前，教师要预先考虑周全：如何把重点问题抛

给孩子，引发幼儿积极思考？如何设疑置问，让每一个孩子都积

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使孩子阅读的兴趣一浪高于一浪。在故事

《小熊请客》的活动中，教师充当指引者，让孩子有创造性地说

出自己的想法。孩子在表演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语言的创造性，

例如：小猫、小狗和小鸡见到狐狸了他们并没有胆怯害怕而是大

胆地进行询问：“你干什么去？你不要跟着我们，你身上太臭了，

我们不愿意和你做朋友。”这时教师根据需要及时地制造悬念：“有

什么好办法让小动物愿意和你做朋友呢？”小朋友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有的说：“在狐狸身上擦了香水就不臭了。”有的说：“狐

狸只要嚼块口香糖就好了。”还有的说：“狐狸只要穿上用香料

做成的香香衣就行了。”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看似异想天开的答案，

丰富而且超越了故事原有的情节和内容，真正地做到源于阅读，

高于阅读。

（三）角色扮演阅读活动。

为了提高幼儿的创造能力，我们会创设一个“创想剧场”，和

幼儿一起制作表演背景，有含有绘画元素的、有百搭的、有特定主

题的，并提供表演的头饰、道具，提供绘画的纸笔等，让幼儿自由

选择活动主题进行游戏，确定演出剧目，招揽观看演出的顾客。引

导幼儿在游戏活动的过程中边玩边想，边想边说，边说边议。如表

演游戏：皮皮鼠请客，刚开始的时候，教师以游戏参加者的身份用

自己的行动以及游戏的语言暗示幼儿的表演活动，如在进行前半段

表演中，教师充当指引者，让孩子有创造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想

出各种有趣的对话和动作。孩子在表演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语言

的创造性，例如：当狡猾的狐狸听到皮皮鼠邀请小动物们到它家里

做客时，自己也非常想去时，它们就编出各种理由回绝它。这时教

师进行引导，“狐狸别人不想带你玩，你想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喜

欢带你去？”扮演狐狸的小朋友在老师的提醒下想出了很多方法。

孩子们通过大胆地想象，大胆表达，不仅对原有的故事情节作了很

好的改变，而且还超越了原有故事情节。

三、用多种方法，激发讲述

基于早期阅读活动的特点，教师要十分重视幼儿的“讲”，

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幼儿在讲的过程中想象力、思维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绘本剧表演

引导幼儿扮演故事中的角色，通过自己的动作、表情、语言

等外显行为进一步理解故事，将静态的画面理解与动态的体验表

达相结合。如当幼儿阅读《白雪公主》这个童话故事时，女孩子

们都想扮演白雪公主，经过讨论，孩子们进行了白雪公主的竞选，

通过自我推荐、故事表演，选出最终人选。观看舞台剧，学习故

事中人物动作，模仿恶毒皇后、七个小矮人、猎人的声音与表现。

大家讨论剧情，请家长或者老师记录剧本，经过多次排练，呈现

班级独特的儿童剧《白雪公主》。我们还尝试用哑剧、快板、童

话剧、歌舞剧等形式表现了对作品的理解，增强幼儿表现力。

（二）故事创编法

一些图画故事书中会有明显的转折点，在集体教学时，有意

识地对转折的画面作细致的观察，并引发大胆推测、解读画面中

的空白情节点，从而加深对故事的理解。例如《用爱送你回家》

这个故事中先是小海豹在大海中发现一个木箱，后来小海豹又发

现了躺在雪地上奄奄一息的长颈鹿。这里就有一个情节转折点，

即海上漂来的箱子里有什么，生活在非洲的长颈鹿怎么会来到北

极的。教师可以借助图书以及多媒体设备，翻开木箱的盖子，让

幼儿去倾听长颈鹿的自述。这样通过对故事的创编，激发了幼儿

想象力，并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语言，讲述出来，生成一个全新

有趣的故事。

（三）猜测改编法

在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打破习惯性思维，化被动吸收为主

动联想，大胆想象故事可能发生的情节，如绘本《幸运的一天》，

借用绘本封面，猜想这是谁的“幸运的一天”，幼儿会分为两个

观点：狐狸、小猪。是狐狸的幸运一天，会有哪些幸运的事情发生。

如果是小猪的幸运一天，又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幼儿可以

进行讨论，开展辩论赛，最终将幼儿辩论时产生的点子记录下来，

教师帮助总结记录。当幼儿再进行阅读绘本时，又激起了新的猜想。

只有做到真正的自主阅读，才算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才

会对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具有持续的兴趣和热情，才会在阅读中跨

越时空、纵横古今，在阅读中获得知识广度和心灵高度的培养。

实践出智慧，要时时处处做个有心人，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转

变观念，放开孩子手脚，创设生活化的环境，培养幼儿多元阅读

的能力，让孩子学会阅读、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生活，真

正做到在阅读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快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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