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这在无形中推动了学前教育的发展。在幼儿

园教学体系中，绘本教学十分常见，幼师开展绘本阅读活动时要注重从幼儿的情感体验入手。

对于民族地区的幼儿而言，绘本教学不仅是幼儿学习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还是锻炼其普通

话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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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上来讲，绘本就是一些图画书，是由一

些颜色比较艳丽的图画组成，能够有效吸引幼儿阅读

的兴趣。通过绘本中栩栩如生的画面，不仅可以提高

幼儿阅读的兴趣，还能让幼儿在阅读的同时了解相关

知识。少数民族幼儿的普通话基础较弱，认识的汉字

也有限，因此幼师可以通过组织绘本阅读活动，提高

幼儿的普通话水平，还能让幼儿在阅读绘本时对汉字

形成系统认识。这就需要幼师基于儿童视角为幼儿选

择合适的绘本，这样才能使幼儿主动参与幼师组织的

绘本阅读活动。

一、 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绘本阅读活动

有效指导的意义

在学前教育阶段，绘本是适合幼儿学习的读物，

因为幼儿的年龄较小，如果让幼儿阅读有大量汉字的

读物，则难以激发其兴趣，使幼儿对阅读产生抵触心理。

幼师为幼儿选择绘本读物时，一定要按照幼儿的年龄

阶段进行选择，这样能够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作为

民族地区的幼师，更应该注重幼儿绘本的质量和内容，

利用绘本上的图像和文字为幼儿构建一个阅读的情境，

在这种情境中帮助幼儿练习普通话。幼儿理解汉字较

慢，幼师可以寻找一些与绘本内容相关的视频让学生

观看，这种方式既能训练幼儿听普通话的能力，还能

让幼儿通过动画理解汉字的意思。幼师要想提高少数

民族幼儿听、说、读、写的能力，就要在课堂教学中

采用绘本阅读活动吸引幼儿参与阅读，绘本阅读对幼

儿认知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绘本阅读活动

并不是只听教师阅读绘本，而是让幼儿通过图画的方

式理解绘本的内容，这样能够提高幼儿的思考能力和

探索能力，增强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对幼儿的

素质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绘本阅读活动

有效指导的策略

( 一 ) 拓展游戏空间，提高教学质量

要想提高幼儿学习汉字的兴趣，幼师可以通过游

戏的方式引导幼儿参与绘本阅读活动。幼师可以带领

幼儿走出教室，让幼儿在自然中开展绘本阅读，这样

有利于幼儿理解绘本的内容。将游戏引入绘本阅读，

可以锻炼幼儿的认字能力。比如，在阅读绘本《好饿

的毛毛虫》时，幼师可以将幼儿带到幼儿园附近的树

林中观察毛毛虫，让幼儿近距离地观察毛毛虫的具体

形状。当幼儿认识了毛毛虫的具体形状后，幼师可以

将幼儿分成几个小组并开展游戏，让每个小组在树林

中寻找毛毛虫，哪一个小组寻找的数量最多即为获胜。

其后，让获胜的小组分享快速找到毛毛虫的办法。这

基于儿童视角的民族地区幼儿园绘本
阅读活动有效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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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既能考查幼儿是否充分了解毛毛虫的具体形态，也

能更好地激发幼儿学习。游戏的方式可以激发幼儿探

索的兴趣，当幼儿阅读兴趣被激发时，教师就可以引

出要阅读的绘本内容。因为民族地区的幼师面对的是

民族地区的幼儿，因此不能在阅读一开始就采用普通

话的教学方式，否则幼儿会听不懂绘本的内容，久而

久之，幼儿会丧失绘本阅读的积极性。首先，幼师可

以采用肢体语言让幼儿了解绘本具体讲解的内容，然

后用普通话的教学方式慢慢引导幼儿理解，让幼儿可

以理解普通话讲解的意思，然后引导幼儿模仿幼师进

行普通话练习。

( 二 ) 通过观察封面，引发幼儿想象

绘本中的图画对于幼儿而言，具有重要的阅读意

义。绘本的封面颜色、绘制内容能很好地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更能激发幼儿阅读的兴趣。有的绘本的封面

就是采用绘本中的某一张图画，通过观看这张图画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该绘本适不适合幼儿阅读。有的

绘本封面非常精彩，能引发幼儿的想象。比如，绘

本《快乐的劳动》的封面，是两个小熊在房间中拿

着扫帚扫地，能够看出一个是小熊妈妈，一个是小

熊。教师要让幼儿观察封面的内容，幼儿就可以了解

到该绘本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劳动。其后，教师可以引

导幼儿通过封面内容来回忆上次在五一劳动节参与劳

动时的快乐，以劳动为话题鼓励学生用普通话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从而锻炼幼儿说普通话的能力。对

于民族地区的幼儿来说，他们说普通话的环境非常有

限，因此幼师要尽可能地在课堂中引导幼儿练习普通

话。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锻炼幼儿的思考能力，还

能培养幼儿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此外，幼师可以对封

面内容进行拓展，制作成动画，引导幼儿进入语言学

习环境中，模仿动画中的对话来练习普通话语感。

( 三 ) 充分了解幼儿，选择合适读物

幼师要想为幼儿选择合适的读物，就要充分了解

每个幼儿发展的情况。每个幼儿生长环境以及成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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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都不同，因此幼师在为幼儿选择读物时，要充分了

解幼儿内心的需求和发展实际，从而选择适合的绘本

读物，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积极主

动地参与绘本阅读的活动。比如，幼师可以选择《粗

心小画家》这本绘本，绘本中有许多生动有趣的画面，

文字也很多，能够使民族地区的幼儿认识汉字。幼师

可以为幼儿讲述该绘本的大致内容，让幼儿理解丁丁

这个小画家经历的故事，激发幼儿阅读绘本的积极性

和想象力。该绘本中的文字较多，对于民族地区的幼

儿来说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幼师可以通过动

画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这些汉字的意思。幼师先播放

歌曲《画妈妈》为幼儿营造绘本阅读的氛围，让幼儿

跟着音乐学唱这首歌曲，这不仅锻炼了幼儿的普通话

表达能力，还引出了本节课的阅读内容。 其后，幼师

可以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绘本中的人物丁丁很粗心，

又不爱动脑筋，总是把画画错，教师可以让幼儿扮演

小老师的角色帮助丁丁修改。为了让每个幼儿都有修

改的机会，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幼儿的特点为每个幼儿

准备一幅错误的图画。当幼儿修改完后，丁丁为了表

示对大家的感谢，特地唱了一首《娃哈哈》的歌曲，

让幼儿通过多媒体欣赏。

( 四 ) 鼓励幼儿思考，锻炼表达能力

阅读绘本的过程是锻炼幼儿思维能力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很好地将生活经

验代入绘本的故事情节中，这样更好地锻炼了幼儿的

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对幼儿理解绘本有一定的影响，

幼师在组织绘本阅读活动时，可以引导幼儿通过图画

理解绘本的内容。比如，在教学《会动的房子》时，

幼师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引出绘本读物的封面。

当幼儿观察到图片时，幼师可以鼓励幼儿进行思考，

讨论这节课学习的主题。当幼儿经过讨论回答正确，

幼师就可以将绘本的汉字出示在图片中。通过这种方

式，能够提高幼儿对汉字的认知能力。当幼师出示第

一幅图画时，大部分幼儿都能说出“小松鼠住在树上”

这个结论，但是当幼儿说出这个结论时，幼师会发现

许多幼儿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对于“树”这个字的读

音读不准确，因此幼师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学生示范，

让幼儿跟读，通过反复跟读，使幼儿掌握正确发音。

( 五 ) 利用背景颜色，激发幼儿情感

幼儿的理解能力不足，幼师要想通过绘本阅读活

动来培养民族地区幼儿听、说、读、写的能力，可以

利用色彩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幼儿通过背景颜色

更快地融入绘本描绘的画面，激发幼儿与绘本在情感

上的共鸣。幼师可以通过背景颜色让幼儿辨别冷暖色

调，促发幼儿的情感生发。比如，在讲述《查找快活林》

绘本时，幼师可以通过背景颜色的变化，感受故事的

跌宕起伏。因为民族地区的幼儿对汉字的认识不足，

幼师可以从颜色入手将幼儿引入绘本阅读活动，使幼

儿更快地理解绘本的内容。这本绘本记录的颜色比较

丰富，通过不同的颜色将幼儿带入不同的意境，引发

幼儿的深度思索。当幼儿通过颜色来了解绘本的具体

内容时，幼师可以对幼儿进行提问：“狐狸先生做梦时

的背景颜色为什么是暖暖的粉红色？”让幼儿进行小

组讨论，然后用普通话来回答。当幼儿回答时，教师

要注意幼儿的发音以及回答问题的逻辑性。幼儿通过

思考可以发现，狐狸先生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梦里是

开心快乐的，因此“粉色”在这本绘本中表达的是开

心和快乐；当猴子被赶出家门时，背景颜色变成了冷

冷的蓝色和灰色，幼儿能够感受到猴子当时的心情是

非常难过和孤独的。通过背景颜色的变化，幼儿能够

深切感受到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代表人物的

心情。幼师通过让幼儿使用普通话回答，一方面锻炼

了幼儿在课堂中运用普通话的能力，另一方面促进幼

儿在课堂中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总而言之，幼师要想提高民族地区幼儿听、说、读、

写的能力，就可以采用绘本阅读的方式激发幼儿学习

的积极性。同时，幼师要突破传统的教学框架，为幼

儿构建更加高效的游戏活动空间，让幼儿能够积极参

与绘本阅读活动，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提

高幼儿的普通话水平。（作者单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叶城县洛克乡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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