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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期阅读教育作为幼儿园语

言领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当前国内

外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幼儿早期

阅读教育的理论总体上滞后于教育实践，目前

的早期阅读教育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本文从早期阅读教育的目标、材料、方法、环境

四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了反思，同时也提出了

相应的四大有效对策，即完善目标体系、提供

优秀的作品、优化教学流程、重视支持性环境

的创设。

【关键字】 早期阅读教育 问题 有效

对策

早期阅读教育作为幼儿园语言领域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国内外幼教界普遍关

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都把早期阅读

放在语言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国幼教界

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早期阅读教育。尤

其是 2001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第一次明确地把早期阅读教育纳入幼儿

园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为早期阅读教育的研

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但是，由于早期阅读教育的理论总体上滞

后于教育实践，有关阅读教育的一些问题，迄

今为止尚未在幼教界形成共识,导致实践层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对目前幼儿园早期阅

读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反思，对今后在幼

儿园进行早期阅读教育应该采取的积极有效

的对策作了相应的思考。

一、早期阅读教育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早期阅读成为我国幼儿教育特别

是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幼儿

园的早期阅读教育的环境和现状还不尽人意，

笔者根据近几年来对早期阅读教育的思考，结

合本研究中心对几十所幼儿园调查的情况分

析，认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目标单一、片面

很多教师和家长在对早期阅读的理解上

有些偏颇，过于强调认知，把阅读当成一种获

取知识的手段。甚至很多人直接把早期识字

等同于早期阅读，使得早期阅读的目标人为的

被缩水。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分强调识字，有

集中识字的现象，使幼儿的注意力只在汉字

上；二是过分强调认知，过早地让幼儿把阅读

当作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

（二）合适的材料缺乏

早期阅读的作品即阅读材料直接关系到

早期阅读教育的成效。目前市场上合适的阅

读材料不是很多，优秀的材料更是少得可怜。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1．某些材料陈旧、乏味。

有些材料已经太老，与这个时代相去甚

远；还有些材料太直白乏味，幼儿读完了，没有

思考、回味、想象、创造的空间，更谈不上人格

和素质的培养。

2．某些材料不适宜幼儿阅读。

有些材料忽略幼儿的年龄特点，忽略幼儿

的已有经验，从成人的视角出发，让幼儿阅读

早期阅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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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理解、不感兴趣的材料。

3．某些材料缺乏本土化。

有些舶来品材料来自西方，但没有根据国

情做相应的调整，不贴近我国幼儿的生活，使

得幼儿消化不良，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

弊端。

（三）教学方法不当

在早期阅读教学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一是片面强调记忆，以幼儿会复述故事为

主要目的；二是强调把材料中的文字信息传达

给幼儿，以识字代替阅读；三是忽视自主阅读

习惯的培养。忽略对幼儿阅读兴趣、能力、习

惯的培养。如取书、收书、翻书的基本常规；听

读、朗读、跟读、欣赏的基本常规；握笔、坐姿的

一般常规等等都是在幼儿阶段应该形成的，对

幼儿今后成为有效的阅读者流畅的阅读者具

有很大的帮助。

（四）阅读的环境比较贫乏

“让孩子成为读书人，让社会充满书香。”

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目前大多数

社区、家庭还没有形成利于读书的环境和习

惯，对幼儿的阅读获得缺乏科学的指导，幼儿

缺乏良好的阅读氛围的熏陶，缺乏适宜的阅读

环境。文雅有序、温馨人文的高质量的阅读环

境在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体现得较少。

二、解决早期阅读教育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早期阅读教育的目标体系

早期阅读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兴趣培养，阅

读的范围也不应只局限于文字，还有图画、标

识标记等也应该纳入阅读的范畴。另外，通过

早期阅读帮助幼儿积累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

的经验；促进儿童人际交往和认识世界，形成

健全的人格；促进儿童认知发展；成为流畅的

阅读者等等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因此，我们

幼教工作者有必要对现有的阅读教育目标做

一些理性的分析，不管教师们使用哪一套阅读

教材，都要结合本班的幼儿对目标做适当的调

整。比如重点关注幼儿的情感、兴趣、习惯，关

注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等等。

（二）提供新鲜、优秀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给儿童提供有价值

有味道的文学作品”，到底应该给幼儿提供什

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算得上优秀的有价值有味

道的呢？虽然目前还没有量化的衡量标准，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注重幼儿的生活体验，反映儿童的真实

感受。

早期阅读中对作品里情感基调的把握是

精神与血液里的东西，引起的是灵魂的震动。

我们摒弃把以成人的角度看世界的作品强加

给幼儿，摒弃道德说教味道太浓的作品，所提

供的作品必须贴近幼儿生活。例如故事《三只

小猪上幼儿园》给刚入园的幼儿提供现有的情

绪认同与疏解的管道，是幼儿的真实生活体

验，幼儿会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

2．注重作品的趣味性、戏剧性。

在追求作品教育性的同时，不要忽视作品

的趣味性和戏剧性。例如《贪吃的哈罗德》中

有一条贪吃的蛇名叫哈罗德，他看见一只兔

子，就把兔子“啊呜”一口吞了下去，后来又看

见孔雀、长颈鹿、大象、狮子、袋鼠妈妈一家子，

都吞进了肚子里。动物在哈罗德的肚子里睡

着了，一只小虫子让哈罗德打了个响亮的喷

嚏，动物都给喷到马

戏团里了，给马戏团

带来了惊喜，同时也

给幼儿带来了戏剧性

的惊喜！作品幽默的

妙语、突破时空的想

象，给幼儿创造出一

个充满欢笑的童话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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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作品的新颖性。

时代在进步，幼儿的作品也闪射出时代的

光彩。我们在采用经典作品的同时，我们更呼

唤一些能反映现代幼儿的生活特点的新作品，

例如《我喜欢的事情》中，几个孩子躺在草地上

看白云的感觉很美，引发了关于表达自己的美

好感觉的一次讨论。“妈妈给我念故事时，我

最喜欢闻她身上的香味”，“我最喜欢被子晒后

阳光的味道”⋯⋯在这样的作品欣赏中，作品

的内涵、优美的语言都会为他们喜爱阅读、学

会阅读打下基础。

4．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

文学作品是为满足儿童的审美需要而存

在的，最突出的价值应该是培养幼儿的美感和

审美能力，让幼儿在图画中、在字里行间感受

到作品的艺术美、语言美，形成良好的文学素

养。

例如诗歌《亲亲》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让幼

儿会心的笑，贴切入神的象声词更让幼儿在纯

真的世界里去发现事物间浓浓的亲情，进而去

温暖别人；欢快的节奏和韵律使得朗诵的过程

变成一种想象的过程，寻找身边熟悉的事物创

编诗歌成为幼儿的一种享受。

小鱼亲亲小鱼，/噗噗噗，/小猪亲亲小猪，/

噜噜噜，/小雨亲亲小花，/滴滴嗒，/手掌亲亲屁

股，/哎哟哟，/宝宝亲亲妈妈，/一下，两下，三

下，/妈妈亲亲宝宝，/一下，两下，三下⋯⋯

（三）优化早期阅读教学的基本流程

心理语言学家肯尼思·S古德曼指出：“阅

读是一种选择过程，阅读是一种心理语言的猜

测游戏。”阅读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关键是

要真正明白阅读活动的核心和内涵。

通过近六年的早期阅读教学实践活动，本

中心探索出“预备活动—感知活动—理解活动

—体验活动—创造活动—结束活动”早期阅读

教学的 6 大基本教学流程。这一基本阅读教

学流程的建构体现了阅读的完整教学过程，使

得早期阅读教学的形式内涵更丰富。

（四）重视早期阅读的支持性环境创设

重视支持性早期阅读教育环境的创设，包

括硬环境和软环境。

软环境包括让幼儿在学习中感受到开放

而平等，营造开放、宽松的阅读环境，还包括尊

重阅读学习的个别需要，享受个别教育。

硬环境包括社区、家庭、幼儿园的环境设

置让幼儿感受到和谐、浓厚的阅读环境。例如，

幼儿园中通过设置图书角、墙设等为孩子创设

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引发儿童的主动阅读的

兴趣。促使他们在主动建构中，阅读能力获得

发展。还可以定期向幼儿推荐优秀的图书，使

孩子主动接触、喜欢并选择书籍，让幼儿真正

喜欢阅读，并从中获益。

三、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关于早期阅读教育目前在我国幼教

界实践层面的研究和实施还很不成熟，许多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比如如何大量阅读、有效阅读？怎样正确

地培养幼儿的自主阅读的兴趣、习惯和能力？

特别需要探索的是，目前幼儿园实施的整合课

程状态下，应该如何处理早期阅读教育与其他

领域的关系？早期阅读教育应该（下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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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过来喂她时，她一挥手将碗碰翻了，整碗汤

泼在我新买的白裤子上。当时我真想大吼一

声，但当我看到孩子泪汪汪的双眼时，我又平

静了下来，笑着对琛琛说道：“别哭，老师知道

你是不小心的，去帮老师拿条毛巾擦干净就好

啦。”琛琛一听，马上小跑着帮我拿来了毛巾。

我边擦边对她说，“琛琛真能干呀，这么快就帮

老师拿来了毛巾，谢谢你了！”琛琛一听自己

受到了表扬，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还小声说

了句“不用谢”。看着她的情绪稳定下来，我又

说：“琛琛，老师不逼你喝汤，你能告诉我为什

么不想喝汤吗？”琛琛犹豫了一下才说：“我怕

汤喝多了，睡觉的时候尿床，妈妈又要骂我

了。”原来小家伙是在担心这个！！我连忙说，

“别担心，老师帮你少盛一点汤，睡觉之前再上

次厕所。要是你还尿床啊，就让妈妈批评老师。

因为是老师要你喝汤的，好吗？”琛琛这才放

心地喝下了汤。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相互理

解，老师和孩子之间就更需要理解。让孩子在

被理解中学会理解别人，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

爱。

孩子虽小，但却有着无穷的潜力。夸美纽

斯就曾说过：“让我们用赏识的目光去注视他

们！”不要害怕孩子失败，他们完全能靠自己

的力量重新获得成功；不要害怕孩子犯错，他

们必将在不断地摸索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每

当孩子胆怯地说“老师我不会”时，我就会微笑

着对他说：“加油，只要再多练习一下，你就一

定能学会了！”每当孩子面对新的挑战裹足不

前时，我就会用坚定的声音告诉他：“孩子你是

最棒的，老师相信你一定行！”

我就是这样爱着我的孩子们的。俗话说

得好：“没有爱的教育如同一方没有水的池

塘。”爱是师德的灵魂，爱是生命的主旋律。“一

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

子。”朝着这个目标，我将继续努力！

（上接 17 页）如何与幼儿园的主题活动更好的

融合？如何及早发现幼儿的阅读困难并作相

应的预防策略，等等。

这些都将是我们今后对早期阅读教育研

究该努力的方向。本文对早期阅读教育的思

考和研究还比较肤浅，但愿能给关心早期阅读

教育的幼教工作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共同来

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探索出一套培养幼儿早

期阅读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为幼儿提供

有价值的早期“和谐阅读”环境，为提高中国的

幼儿语言教育水平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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