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园共育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很

多教师在教学时倾向于利用家园共育的方式展开。这

是因为家园共育相较于其他教学方式来说能够达到更

好的教学效果，并且能够更好地拉近幼儿与家长之间

的距离，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在幼儿园中的学习情况。

基于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基于家园共育开展亲

子阅读活动，帮助幼儿在亲子阅读活动中提高阅读能

力，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帮助幼儿

养成阅读核心素养。

一、 家园共育背景下构建亲子阅读活动的

重要性

( 一 )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构建亲子阅读活动，能够更好

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对于幼儿来说，学习兴趣非

常重要，幼儿只有具备较高的学习兴趣，才能根据教

师教学的内容展开学习。部分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往往

不具备较高的学习兴趣，导致幼儿在学习中容易出现

“开小差”的情况，影响幼儿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更好地构建亲子阅读活动。部

分幼儿园教师在教学中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这导

致幼儿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幼儿的学习兴趣。

幼儿本身年纪较小，在学习过程中很难集中注意力。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开展教学时一定要更加注重培

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园教师在家园共育背景下开

展亲子阅读活动，利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能

够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学习积极性，让幼儿积极参与亲

子阅读活动。

( 二 ) 提高幼儿园教学效率
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非常重要。教师只有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

帮助幼儿在课堂中掌握更多教师教授的内容。当前，

在幼儿园教学中，部分幼儿园教师虽然实施了课堂教

学，但不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导致幼儿在课堂中

对知识点的接受程度不尽如人意。部分幼儿园课堂教

学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幼儿的学习积极性不高，部分教

师在教学时不注重更新教学方法。对此，在家园共育

背景下构建亲子阅读活动，能够更好地创新课堂教学

方式，帮助幼儿在新颖的学习方式中培养阅读能力，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幼儿在课堂中高效学习阅

读相关的知识点。

( 三 ) 拉近幼儿与家长距离
由于父母的工作较为繁忙，部分幼儿和父母之间

的关系不够密切。在家园共育背景下开展亲子阅读活

动，能够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

家园共育背景下的幼儿园亲子阅读
活动构建
钟  洁

摘要：家园共育对幼儿园阶段的幼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幼儿园教师在开展幼儿教学时，应积极主

动地利用家园共育的教学方式帮助幼儿提高学习效率。对幼儿来说，阅读活动是幼儿园中常见的教学形式，

因此教师在开展阅读活动时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方式，以更好地帮助家长了解幼儿的学习状况，帮助幼儿

学习阅读中涉及的知识点，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家园共育；幼儿园；阅读活动；亲子阅读

总第 224 期 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

95



拉近幼儿与家长之间的距离，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家

长了解幼儿的学习状况。利用这种方式，家长能够更

直观地掌握幼儿的学习状况，并且参与到幼儿的教学

中来，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幼儿与家长之间

的有效交流，进而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在此过程中，

家长能够习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沟通方法，并在日常

生活中予以实践，给予幼儿科学的成长指导，进一步

拉近与幼儿之间的距离，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 四 ) 促进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

幼儿园中的部分教学内容是为幼儿之后进入小学

打基础的，其中阅读部分非常重要。因此，教师在开

展幼儿园教学时，一定要注重培养幼儿的阅读能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幼儿适应之后的小学生活。教师

开展阅读教学的方式非常多，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教

师可以利用亲子阅读活动帮助幼儿更好地掌握阅读知

识，这样不仅能够拉近幼儿与家长之间的距离，还能

帮助幼儿掌握阅读方法、开展阅读训练，更好地促进

幼儿阅读能力提升，为幼儿之后的阅读学习奠定基础。

二、 家园共育背景下幼儿园亲子阅读活动

的构建策略

( 一 ) 创设良好的亲子阅读活动空间

幼儿园教师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构建亲子阅读活动

时，应创设良好的亲子阅读活动空间，保证亲子阅读

活动的高效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空间的构建能够保证

幼儿在幼儿园中专心地阅读，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帮

助教师在课堂中针对幼儿的阅读能力提升展开教学。

当前很多幼儿园在教学中注重对幼儿进行阅读教学，

但部分幼儿园在开展教学时，往往采用绘本教学的方

式。绘本教学虽然能够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还存

在一定的不足。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可以构建亲子阅读

活动空间，教师可以在活动空间内开展相应的亲子阅

读活动，更好地帮助幼儿学习阅读的相关知识点，有

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幼儿的阅读效率，达到

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比如，教师在家园共育背景下开展幼儿园亲子阅

读活动，应注重建设良好的亲子阅读活动空间。在建

设过程中，教师可以征求家长及幼儿的意见，共同探

讨如何创设阅读活动空间。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学习

能力，将幼儿划分为 3 ～ 4 人的小组，并且给每个小

组派分不同的任务。有的小组在建设中需要布置活动

空间，有的小组则需要准备相应的书籍清单。在建设

过程中，教师可以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引导家长与幼

儿共同进行活动空间建设，这样能够更好地拉近幼儿

与家长之间的距离。教师还可以开设相应的活动，如

在建设过程中适当插入游戏，让幼儿在建设过程中更

好地体验阅读的乐趣。这样能够提高幼儿的积极性，

完成活动空间的建设，为之后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

场地。

( 二 ) 设计多元化的亲子阅读活动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构建过程中，部分教师采用单

一的教学方式，导致部分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丧失了

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开展教学时，一定要

注重设计多元化的亲子阅读活动，通过多元化的阅读

活动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单一的教学方式是当前幼儿园亲子阅读活动构

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教师在教学时一定要解决这个

问题，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幼儿的学习积

极性，并帮助家长更好地参与幼儿的学习活动，促进

家长与幼儿的沟通交流，并在活动中共同学习阅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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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比如，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可以设计多元化

的亲子阅读活动，利用游戏教学的形式激发幼儿的学

习兴趣，在游戏活动中帮助家长了解幼儿的学习状况。

教师可以让幼儿与家长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对教师在课

堂中选择的阅读材料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家长和

幼儿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演

绎故事，帮助幼儿在角色扮演中掌握阅读的知识点。

在家长和幼儿进行角色扮演后，教师可以让幼儿和家

长到讲台上演绎阅读的故事。这一创新的亲子阅读活

动的开展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

( 三 ) 根据幼儿需求合理选择阅读内容

教师开展亲子阅读活动时，不能仅是创新活动方

式，也需要对幼儿的阅读内容进行合理选择。幼儿在

学习中已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因此教师在选择阅

读内容时应根据幼儿的需求进行选择。幼儿作为课堂

学习的主体，教师应该更加尊重幼儿的意愿，选择幼

儿喜闻乐见的内容展开阅读教学，从而达到良好的课

堂教学效果。

例如，教师在开展课堂阅读活动之前，可以结合

幼儿的想法开展阅读内容的投票活动。在课堂上，教

师可以为幼儿提供 3 ～ 5 个可供选择的阅读内容，让

幼儿在卡片上写下自己倾向于学习的内容。教师收集

好幼儿的卡片后进行唱票，根据幼儿的投票结果选择

课堂中的阅读内容，这样能够更好地满足幼儿的阅读

需求，让幼儿选择自己喜爱的阅读内容展开学习。在

选择好课堂教学内容之后，教师可以构建相应的亲子

阅读活动，让家长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中，更好地帮

助幼儿在课堂中提高学习效率。

( 四 ) 促使教师发挥引导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幼儿的引领者，应该更

加积极主动地带领幼儿对课堂中的阅读内容进行学习，

以取得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教

师在亲子阅读活动构建时要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带

领家长和幼儿共同参与课堂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帮助幼儿学习更多有关阅读的内容。

比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与家长及时沟通，

根据幼儿的学习特点及学习兴趣制定相应的课堂教学

策略。教师在教学中发现幼儿对阅读学习积极性不高

时，可以利用课堂导入的方式进行引导。具体而言，

在教学有关小动物搬家的文章时，教师首先可以利用

课前导入的形式询问幼儿喜欢哪些小动物，这样能够

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儿集中注意力，为

之后的阅读学习奠定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

极发挥引导作用，实现亲子阅读活动的构建。

综上所述，幼儿在阅读学习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会影响幼儿的学习效率。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基于家

园共育积极构建亲子阅读活动，帮助幼儿在亲子阅读

活动中更好地学习阅读的相关知识，并在亲子阅读活

动中拉近家长与幼儿的距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真正提高幼儿的阅读能力。（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营市

垦利区明珠公馆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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