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年第 4期 (总第 172期 )

图画故事书与学前儿童的发展
 

康长运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 北京　 100875)

　　摘要: 图画故事书是学前儿童阅读的起点 , 是儿童人生的第一本书。图画故事书通

过文字和图画共同传达故事信息 , 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语言或视觉艺术 , 它独特的表达系

统比较契合儿童心理特点。 同时 , 图画故事书阅读又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 , 需要学前

儿童具备大量的知识、 经验和策略。 因此 , 对学前儿童的语言、 想象、 思维、 情感、 社

会化及审美能力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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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故事书是通过一系列有相应文字或无文的图画为幼儿讲述故事或传递信息的书。 图

画书作为学前儿童 “人生的第一本书” ,在幼儿园和家庭中广泛使用 , 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形式 ,

对幼儿发展具有独特的本体价值和教育价值。世界学前教育组织 ( OM EP) 1997年国际会议

主题即 “儿童与书” , 认为早期阅读是使幼儿获得口语 , 使用书面语言的物质基础 , 能提高读

写技能 , 提高文化背景 , 扩展见识 , 使幼儿处于丰富的智力环境中 , 并激发其想象力和思维

能力 , 促进学前儿童情感和社会化的发展 [ 1]。

一、 图画故事书: 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

图画故事书是通过文字和图画共同传达故事信息 , 有别于其他语言或视觉艺术形式 , 具

有独特的节律 , 独特的组织结构和叙述技巧。 其中 , 图画是其最主要的表达媒介 , 叙事性是

其本质特征。

(一 ) 图画是图画故事书最主要的表达媒介

图画书中的图画不同于一般的绘画作品。 一般绘画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视觉刺激或激

发人们的美学鉴赏力。 尽管图画书中的图画也可以起到上述作用 , 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和本

质特征在于能够促进故事的讲述。正如 Edw ard Hodnet t指出 ,文学插图的批评家通常将其判

断建立在用于一般绘画作品的技术和美学基础之上 , 他认为 , 对文学插图的批评不能与文学

脱离 , 不能与非文学插图形式联系起来 [ 2] ( P1)。图画书中的图画是通过相对独立而又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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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并辅之于文字来表达故事的 , 每个画面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 , 单张图画中几乎不

具备一般视觉艺术形式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二 ) 图画故事书中文字的意义依赖于图画

图画对应的文字同样是独特的。在讲述故事的图画书中 ,文字不等于文本。图画是故事表

达的主要媒介 ,图画书中的故事是蕴涵在图画中的 ,而图画中的文字简单明了 ,必须依赖于相

应图画传递具体的内容和含义 ,依赖于图画书所提供的支持环境。 探索这种以图画为主 ,并加

入文字配合图画的独特方式传递信息和讲述故事的技巧 ,是目前图画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三 ) 讲述故事是图画故事书的本质特征

Stephen Roxburgh认为 , 不仅在小说中 , 而且在图画书中 , 叙事是儿童文学中最关键的

因素 [2 ] ( P111)。要理解图画书中的语义结构 , 则需要扩展理论。令人遗憾的是 , 目前大多数

对儿童图画书的讨论都将图画当作一种传统美学艺术欣赏课的对象 ,仅仅聚焦于诸如平衡、构

成等物质而忽视对叙事性因素的关注。近年来 Jane Doonan, Sonia Landes, Stephen Roxburgh

等对此提出了有趣的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2 ] ( P111) , 其一个共同的结论是: 图画书有其独特的

特点 , 即它以一种独特的视觉表达系统组织视觉信息和讲述故事。

二、 图画故事书阅读: 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挑战

学前儿童阅读这种具有独特叙述语言的图画故事书需要具备特殊的心理技能和策略 , 形

成相应的阅读能力 , 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来说 , 阅读图画书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一 ) 图画故事书的表达系统与学前儿童的心理特点相契合

语言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体系。文字与它所指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人为性 ,

只有掌握一定特殊技能和阅读策略的人才能更好的理解和欣赏它们。相比之下 , 儿童图画书

最显著的特点即主要通过图画来讲述故事传达信息 , 图画形象与它所代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

更为直观 , 与现实事物相似 , 理解它们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识别与其他事物的相似性 , 而不

是取决于与文字符号的熟悉度。 这样理解图画所传递的信息相对比较容易。

根据著名儿童学家皮亚杰 ( J. Piajet ) 对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划分 , 学前儿童 ( 2— 7

岁 )处于前运算阶段 , 其中 2— 4岁称为前概念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儿童思维开始运用象征性

符号进行思维 ; 4— 7岁为直觉思维阶段 , 这阶段儿童已能 “开始反映事物的整体的复杂的结

构” [3]。但整个学前阶段 , 儿童具体形象思维是其思维的主要形式 , 其表征的工具主要依靠

表象 , 离开具体的表象 , 儿童思维则无法进行。而图画多是对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 , 是对现

实生活中的人、 事、 物的生动再现。 这给已经在生活中积累了一定表象经验的学前儿童阅读

图画书提供了理解的基础。 画面生动 , 色彩艳丽 , 装帧精美的图画书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幼儿

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 而情节复杂性不同 , 造型和风格不同 , 大小设计不同等各种各样的

图画书也为低幼儿童的早期阅读提供了多层次阅读的可能。 同时 , 在学前阶段 , 儿童的感知

能力、 观察力、 想象力等与图画故事书阅读有关的心理能力均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 为学前儿

童阅读图画书提供了基础。 总之 , 对于尚未掌握书面文字的儿童而言 , 图画书阅读是与他们

的生理心理发展水平相契合的。

(二 ) 图画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习得的能力

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 ,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取决于其头脑中已有的心理结构模式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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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一个物体的过程就是将眼睛所提供的无意义的形象与头脑中的编码系统相匹配 , 它依赖

于先前经验。 而对图画的认知同样取决于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先前经验。由于文化背景的不

同 , 存在着多种图画的表现形式 , 因此也就有多种对图画的认知。

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对图画的理解 , 图画本身也会产生影响。画家不可能画

出他所看到的所有事物及事物的所有特征 , 他们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经验来选择用什么

形象与风格来表征各种事物 , 并在其中渗入自己对现实的态度。

因此要真正理解一幅图画还需要观察者掌握足够的常识。他们必须学会图画方面的常识 ,

例如 , 知道画家通常用什么线条来描绘鼻子 , 才能从一幅画中辨认出鼻子来。这种常识不仅

决定对各种形象的辨认 , 还会影响对形象所代表意义的理解。图画对于那些不理解他们所处

的特殊环境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穿裙子的图案标志女厕所 , 我

们就无从猜出它的意义。一幅取自字典的图画如果被放在其他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社会文化背景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尽管图画中呈现在儿童眼前的是同样的世界 , 但

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背景却让儿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各种形象。 没有对上下

文情景中的一般知识的了解 , 面对图画中重要的信息则可能熟视无睹 , 甚至对同样的画面不

同的儿童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 如 《马戏团中的女小丑》 中 “马戏”、 “小丑” 是西方孩子熟

悉并喜爱的形象 , 但对中国孩子来说却是陌生的 , 他们不了解西方社会对于 “小丑” 的约定

俗成的形象定位 , 所以 《马戏团中的女小丑》 这本图画书没有引起中国孩子的兴趣。

(三 ) 图画故事书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

图画书的目的和本意就是让读者从图画中获取信息 ,来补充或改变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得

到有关文字的信息是我们在图画书中获得的愉悦的来源之一。 David Pritchard曾谈到他女儿

为图画书中的各种形象对应上名字时的激动与欣喜 [4 ] , 笔者在观察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当看

到了 《一只与众不同的乌鸦》 的题目后 , 一名幼儿立刻指着那只乌鸦说: “是它 , 是指它 , 因

为就它是彩色的! ”

图画书中的图画具有大量丰富的细节和各式各样的风格 , 但他们都与所表达的故事相联

系。图画书原本就是要将幼儿的注意力集中到图画的意义和表达这些意义的语言上去。阅读

图画书的乐趣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发现了图画信息的有意义元素 , 他们不是纯粹提供一种感

官上的乐趣 , 而是有助于儿童对故事内容的理解 , 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图画书成为有别于其他

形式的视觉艺术。 正因为与意义相联系 , 理解图画才需要大量的技巧和丰富的知识。

图画和文字是图画书两种基本的表达系统 , 图画书中的文字和图画相互阐述和解说 , 各

自为故事的表达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文字和图画又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 图画书阅读不仅

依赖儿童对图画和文字两者本身的理解 , 还依赖于对两者相互交叉关系的理解。 图画书的独

特性就是表现在用两种不同的符号语言表达故事信息并形成一个整体的意义。

(四 ) 阅读图画故事书需要的技能技巧

对于儿童来说 ,他们阅读图画书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弄清楚图画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

们必须掌握持书的正确方法 , 知道有上下之分。儿童应该知道书有封底和封面 , 看书应该有

正确的顺序: 从前往后翻 , 一次只翻一页。

儿童还应该掌握叙事技巧和策略。图画故事书是通过连续的画面表达故事的 , 儿童不仅

要知道每一个情节所发生的事情 , 还要灵活自如的把后来获得的信息与前面的相结合 , 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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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整有意义的故事。 他们必须知道前后故事情节是相互联系的 , 后发生的事件将会补充和

解释前面发生的情节。

图画书的版面设计不尽相同 , 有时在一页纸的左右两面可能是前后不同的两段情节 , 但

有时又是用一个对页表现一个故事场景 , 这就需要儿童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图

画是二维的画面 , 他们看上去是扁平的物体 , 但同时又是在不同空间中的三维物体。 一般说

来在图画中的物体比实物要小 ; 同时由于纸张的限制和其他因素 , 图画形象缺乏颜色和机理

的细致 , 可能不完整 , 与现实中的物体可能有很大差异 , 因此要正确理解图画需要掌握关于

图画的这些常识 , 正如 Nodelman所说 , 艺术所创造的可能性存在于想象中。

图画书中的图画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风格 ,如能够表现物体表面与纹理细节的照片 ,富

有动感的漫画 , 以及表现物体主要特征的铅版画等。“儿童年龄越小 , 图画的风格越应具有象

征性” , 但是 Muriel Beadle却认为 ,直到儿童进入小学 ,他们的注意力始终被那些简单而又强

烈鲜明的物体或场景所吸引……粗重的笔画 , 鲜艳的色彩 , 强烈的对比。他们需要更多的线

索去理解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 [5 ]。在图画书中 , 物体的各种属性在图画中缺乏联系 , 没

有物体大小比例的视觉线索 , 没有固定的颜色背景 , 一个玩具房子很可能与真的房子同样大

小。儿童在观察这样的图画时需要大量知识与技能的参与 ,要根据不同画面做出不断的调整 ,

选择适当的观察角度。 画家采用大量的艺术技巧去表现各种形象 , 观察者必须知道黑色的线

条不仅可以代表光亮、 太阳的光线 , 还可以表现黑黑的浓烟。他们需要知道不同的形状、 颜

色、 层次在图画中的意义 , 同一个物体可以用大小、 形状、 线条来表现 , 某种线条或形状是

要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物体上面去。

学前儿童阅读图画书通常是以与成人共读的形式进行的。通常当孩子倾听成人念文字时 ,

他们总是试图寻找那些被命名的物体。用文字所提供的信息去理解图画的内容是习得的技能。

图画书中的文字实际上也是可视的图案 , 儿童必须把这些特殊的符号从图画中分离出来。

文字与图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需要儿童具有相当的理解策略。同一幅画 , 用不同的文字

描述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当用不同的人称叙述故事时 , 也会对儿童的理解产生影响。有时

也会出现文字与图画不相符合 , 或混淆不清的情况。儿童在最初遇到这些情况时是有很大困

难的。 他们必须与文字和图画所描绘的事物熟悉 , 需要有区别感知事物的能力。 这些能力又

是与其文化背景和先前经验相联系的。

总之 , 儿童阅读图画书需要大量的知识、 经验、 技能和策略 , 尽管他们描绘的世界是简

单幼稚的。实际上 , 图画书的作者常常是遵照图画书创作的那些既定规则 , 而不是因为他们

意识到其读者具有这些能力才创作出这些需要特殊技能的图画书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图画书

阅读中那些习得的技能和经验的依赖性 , 认真思考并组织方法发展儿童在这方面的知识。

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学习、 形成和发展这些技能 , 使得他们能够欣赏和理解图画

书中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知识如果没有人教他们的话他们是无法学会的。那种认为图画书阅

读不需要训练的观点是落脚于儿童已有的知识经验而不是如何促进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

三、 图画故事书阅读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图画故事书世界是成人根据儿童心理专门创作的 , 是简化、 净化、 美化的世界。 儿童在

图画书阅读过程中 , 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知识经验和策略技能 , 同时更重要的是随着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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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和深入 , 儿童的智力水平、 语言能力、 情感态度及审美意识等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一 ) 图画故事书阅读能有效促进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

图画书阅读对语言发展的作用 , 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 也是普遍认同的图画书阅读

的最大价值。 Wells ( 1985)研究发现一个 2岁幼儿的言语有 50%发生在图画书阅读中 , 进一

步研究发现 , 母亲在使用图画书讲故事时会采用一些指导性的行为。 Niew和 Bruner ( 1978)

在对一对母子进行 10个月的研究中则发现母亲在图画书阅读中会出现更多的标识命名物体

行为 ( Labeling object ) , 并为幼儿所作的命名提供结果性的反馈 , 而这无疑会帮助幼儿更快

更准确地掌握使用词汇和语言。 日本的 Toyama- Noriko研究了亲子共读图画书中母亲提供

的信息和帮助幼儿认识词汇的方法 , Snow和 Goldfield, 以及 M oerk的研究也表明 ,父母 (成

人 ) 试图通过图画书阅读活动来教幼儿学习语言 , 而且采取种种手段 , 如提问、 提供反馈等

手段以促进幼儿语言水平的发展。

喜欢阅读、 有丰富的早期阅读经验的幼儿在语言表达的词汇量、 流畅性、 积极性、 以及

听的能力方面都明显优于不喜欢或者缺乏阅读经验的儿童。 主要表现在:

1. 理解水平较高

心理研究表明 , 3岁左右 ,儿童开始对故事产生兴趣并能够理解了 ,即孩子可以理解语句

和语句之间的关联、 关系 , 把这种关联、 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种经验既是阅读图画

书的基础。处于动作思维向具体形象思维过渡阶段的幼儿 , 借助图画的支持 , 逐渐学会把零

零碎碎的语言和形象联系起来而体验到一个整体的奇妙的世界 ,这种经验、理解力和想象力 ,

是幼儿发展语言不可缺少的 , 在这方面的丰富体验 , 是幼儿日后把自己的经验和印象置换成

“东西” —— 语言 , 并运用它形象化地进行表达的能力的基础。

2. 词汇更丰富

图画故事书比纯文本的故事书更具优势表现在 , 它以美丽的图画为优美的语句提供视觉

支持 , 有效地帮助幼儿理解并记忆 , 当孩子再次翻看图画时 , 成人的声音也会在耳边响起。

笔者 ( 2001) 的研究还表明 , 与纯文字文本相比 , 图画书更有利于促进成人与儿童的交

流 [ 6]。我们曾拿不同版本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 让孩子讲述 , 一本是以文字为主配有少量插

图 , 一本图文并茂 , 很明显以后者为蓝本的讲述更丰富、 生动、 完整。 画面中的细节描述能

让他们回忆起更多的内容 , 甚至能启发他们进行新的创编。

学前儿童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他们掌握大量丰富、 生动词汇 , 我们在以参与观察

者的身份给幼儿讲故事时 ,发现幼儿对他们不熟悉的词汇非常敏感 ,立刻就会问是什么意思 ,

诸如 “什么是贵族?” , “什么是怒火?”

3. 语言表达更流畅

在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 , 幼儿很自然地会就画面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 , 并和同伴进行讨

论。而且在倾听的过程中 , 有了丰富的体验 , 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 他们就能更流利的表达自

己的看法。我们曾让许多幼儿给我们讲故事 , 一些不爱读书的孩子回答我们: “我不会讲 , 因

为我不认字。” 或者说得很简单: “就是一个巨人 , 特别好玩” , 而非常爱读书的马皓宣在听完

《巨人的头发》 后给我讲:

　　巨人的头发很长 , 小孩子怕他 , 狐狸过来对他说你很美丽 , 巨人说 “不会呀 , 我生

下来就这么丑 ,” 后来小孩子都在巨人的头发 , 不 , 辫子上的摇篮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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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

图画书阅读可以帮助幼儿学习成为真正的读者。学前儿童最初接触图画书没什么区别。对

学前儿童而言 ,图画书阅读就是他们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在阅读过程中 ,逐步意识到图画

书是获得主体性体验的、愉快的情绪和知识的源泉 ,有助于帮助幼儿培养阅读兴趣和爱好。

Gibson( 1989)将儿童的阅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 ( 1)萌发的读者 ( em ergent reader) , ( 2)早期的

读者 ( early reader) , ( 3)流畅的读者 ( fluent reader) ,并指出“图画书在发展儿童阅读能力过程

中的作用——图画书是儿童通向流畅的 ,独立地阅读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7 ]

我们在观察中发现真正爱读书的孩子都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 有浓厚的兴趣 , 反复阅

读喜欢的书 ; 较能熟练掌握阅读技能和策略 (有目的的选择图画书、 根据目录寻找自己感兴

趣的故事、 逐页翻看、知道前后翻页寻找理解图画信息的线索、根据文字内容理解图画内容、

根据画面内容补充文字信息使故事更完整以及使用书签 ) 等等。 而这些特征是真正的读者所

必不可少的能力和品质。

(二 ) 图画故事书阅读有利于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 , 促进社会化发展

图画书阅读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它能带给幼儿积极的快乐的情绪体验 ,娱乐幼儿的身心。

每当孩子阅读时 , 他会移情于故事中的主人公 , 情绪随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波动。这对于丰

富幼儿的情感世界 , 发展幼儿的社会化情感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阅读本身就能带给幼儿莫大的快乐。 我们从孩子看图画书时脸上兴奋的表情 , 从孩

子嘴里发出的各种配合画面的 “音响效果” 就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快乐。

正是由于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 , 幼儿才会不厌其烦地要求老师给他讲同一个故事。在这

个过程中 , 他们的感情不断得到升华。每当孩子沉浸在图画世界中 , 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翻阅

让他着迷的图画书时 , 图画书阅读带给无限的满足感 , 这种满足感、 这种快乐体验为他们将

来的人格发展播下了快乐、 自信、 积极向上的种子。

其实 , 图画书中的内容都是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 , 幼儿阅读图画书时总是以自己

的生活经验理解故事中的世界 , 并在与图画故事书的接触中扩展着自己的知识经验 , 理解着

社会规范 , 获得社会性的发展。 对学前儿童而言 , 阅读即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 儿童已在不

知不觉、 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 无形中扩展了儿童的经验。 比如孩子们非常

喜欢的 《小鼹鼠尿床》 (淘气宝宝系列图书 ) 并没有直接 “教导” 儿童怎样才能不尿床 , 但儿

童 (王晓博 , 6岁 ) 看完就告诉我们: “要不尿床 , 就是晚上不要喝很多水。”

除了这些浅近的贴近幼儿生活的常识 , 图画书还可以承载更深刻的用其他形式难以传达

的道理。《马戏团的女小丑》 以 “小丑” 这个很滑稽的角色诙谐地传达了 “男人能做的事女人

也能做” 这样一个男女平等的主题 , 以成人的想象似乎儿童无法理解 , 笔者的儿子 ( 5岁 )可

以清楚地总结出: “就是说女的也能做男的做的事”。

当然并不能指望儿童领会所有深刻的主题 , 就像他们喜欢的 《彩色的乌鸦》 系列 (卡罗

拉·荷兰特与埃迪特· 施爱伯 -威克创作 ) ,他们可能不会明白这是涉及种族歧视的世界性的

问题 , 但是他们在同情乌鸦的 “孤单” (康一衡 , 5岁 ) 的同时 , 也认为: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

和我们不一样就排斥他们。

De- lisi ( 1985)的研究也证明通过图画故事中不同性别人物的行为可以改变幼儿对男女

的态度。正是基于图画故事书的这种功能 , 研究者提出了通过在图画书中以更多的积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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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来使幼儿接受和认同残疾人 , 并据此认为通过图画书可以使幼儿更多地接受社会差异

(性别、 文化、 种族等 ) [2 ]。

图画书的独特作用和对象都指向低幼儿童 , 其对象性决定图画书阅读主要在家庭中以亲

子阅读方式进行。 而以师生共读和亲子阅读为主要形式的图画书阅读对幼儿与成人的交流特

别是情感交流在图画书阅读中得以实现。 在父母膝下和父母一起看有趣味的图书 , 将会把幼

儿带入一个充满亲情的世界中。

在图画书阅读中既增加了幼儿与成人交往的机会 , 同时也促进了幼儿的同伴交往。在幼

儿生活中常可见到幼儿和伙伴一起看图书 , 一起讨论、 评价 , 或者为了争当故事中的角色而

争论 , 然后自己想办法协商解决。我们观察到 , 看 《恐龙竞技场》 时 , 男孩子们都把手摁在

书上 , 争着当恐龙。一名 5岁幼儿想了一个好办法 , 他对另一个男孩说: “好吧 , 咱们都当 ,

因为它还有许多兄弟。”

(三 ) 图画故事书阅读能促进幼儿的想象力及思维能力的发展

幼儿要 “读懂” 图画书 , 要把一个个断续的画面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 必须具备丰富的

想象能力和一定的观察力、 记忆力及推理能力 , 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进入图画书的世界 ; 而同

时 , 图画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有趣的信息符号载体 , 其生动的视觉表现能够使儿童不受文字的

约束 , 激发儿童的想象 , 唤起儿童对所视对象的兴趣和情感 , 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

空间 , 对幼儿的想象力、 观察力、 记忆力及创造力、 逻辑能力等诸多思维能力都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的 , 丰富的想象力源于丰富的体验 , 图画书中有

多种多样的形象 , 更有各种复杂曲折的情节变化 , 幼儿在经历了种种图画故事 “人生” 以后 ,

就会变得更具想象力 , 更能了解未知的事物。 所以松居直先生才会断言: 图画的形象决定了

儿童想象力的质量。图画书是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8 ]。

想象力如此 , 其它思维能力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在观察中常常惊异孩子的能力 , 他们

会指着画面中的一只松鼠告诉你 “这是雅谷 , 这是雅谷变的” ( 《长鼻子矮怪物》 ) , 而理由是

“这里没有别人。”

当然 , 这种逻辑推理能力并不是看图画书就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 这必须经过成人

的引导才能逐渐发展起来。

(四 ) 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

图画书作为一种综合艺术 ,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它结合了美术中的色彩、线条、构图及文学

中的词汇、语句、结构等巧妙构思形成的外在形式美 ,同时又有作品内容所呈现出的内在意蕴美 ,

正像松居直先生所描述的一样“在图画书中 ,被称之为语言艺术家的诗人和作家 ,绞尽脑汁 ,运用

丰富的想象力 ,选择语言 ,用语言出色地表现出形象化的故事世界 ,那是语言的最高世界。同时还

有图画。图画也是画家精心绘制的美的世界。而且是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8 ]以文学艺术和美术

的完美结合而形成的图画书自然会激发幼儿的“美感” ,给幼儿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满足。

我们在观察中发现 , 陶醉在图画书世界中的幼儿 , 表现出极高的审美潜质: 他们能体会

作品中的崇高、 优美、悲伤 , 更能欣赏作品中的幽默、 滑稽。笔者曾观察到这样一个例子。翻

到白雪公主躺在水晶棺材的画面 , 画面背景是一片蓝色 , 笔者问这颜色让你有什么感觉? 诸

佳成 ( 5岁 ) 回答: “感觉悲伤。”

幼儿还能区分外在形式美与内在心灵美的不同 , 懂得内在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 儿童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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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雯让笔者给她读 《白雪公主》 , 她指着王后的画说: “这个王后一点也不漂亮。” 后来她又补

充说道: “尽管她长得漂亮 , 但是她的心不好。”

幼儿似乎有追求美的天性 ,他们总要争着当作品中最美的公主 ; 他们感受美、欣赏美 , 并

且以自己的形式创造美。他们会表演他们喜爱的故事作品 , 像 《白雪公主》; 也会画出自己对

美的感受。一名叫王一迪的幼儿听了 《玫瑰山谷》 , 被春天小女孩所感动 , 自己也画了一个春

天小女孩。其实在故事中 , 春天小女孩出场并不多 , 她只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条隐蔽的线索 ,

但是作为美好、 善良的化身 , 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孩子并没有画主人公玫玫 , 而是画

了她心目中最美丽的春天小女孩。

图画故事书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系统而存在的儿童文学形式 , 已引起越来越多不同领域

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 因为它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契合性 , 相信它将成为促进儿童发

展的重要资源和手段。

参考文献:

[ 1 ] Jacqueline Theriault, Pr esenta tion, Proceeding s of the OM EP Interna tiona l Seminar : Childr en and Books,

O. M. E. P- Canada 1997.

[ 2 ] Pe rr y Nodelman, Words about pictures: The Narrativ e Art of children 's Picture Books,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 ersity o f Geo rgia Press, 1988.

[ 3] 陈帼眉 . 学前心理学 [ M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2.

[4] Gombrich , E. H. ,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ure Representation , New Yo rk:

Pantheon, 1961.

[ 5 ] Barba ra Zulandt Kiefe r, The Response of Primary childr en to Picture Books, ( ph D Thesis) Th e Ohio State

Univ ersity, 1982.

[ 6 ]康长运 . 不同类型阅读文本对家长指导方式及儿童理解的影响 [ A ]. 第九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

集 [C ] . 中国心理学会 , 2001.

[ 7] 黄瑞琴 . 幼儿的语文经验 .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1993.

[ 8] 〔日〕 松居直 . 我的图画书论 [M ]. 季颖译 . 长沙: 湖南少儿出版社 , 1997.

(责任编辑　刘伟　　责任校对　刘伟　潘国琪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y Book and the Preschool

Children 's Development

K ANG Chang- yun
( Res earch Center of Basic Education Cu rriculum, BN U, Bei 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the Star ting point o f reading fo r th e pr eschoo l children, the sto ry pic ture book is the first

book in th eir liv es. The sto ry pic ture book conveys the sto r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characte rs and

pictures. It is different fr om the o ther fo rms, such as language o r visual - ar t. Its distinctiv e expression

system is suited fo r the childr en 's psych ological char acteristics. M eanwhile, it is a complicated psycho lo gica l

pro cess to r ead the sto ry pic ture book, w hich needs plenty o f know ledge, experiences and stra teg ies

prepara tion fo r the pr eschoo l childr en. Therefo re , th e sto ry pictur e book has the significant v alues on the

preschoo l children 's language, imagina tion, thinking , emo tion, so cialization and the aesthetic competen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to ry picture book; the pr eschoo l childr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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