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阅读 6问
1 看绘本能提高孩子的

阅读能力吗？

绘本包含很多信息 ，指
向孩子各种能力的发展 ，看
图确实能够提高孩子的观察

力、注意力、理解力、想象力、
思考力 、创造力 、感知力 、表
达能力等。 不要把阅读能力
局限于认知内容的理解以及

故事的记忆和复述。

2 早期阅读时要不要引
导孩子识字？

学龄前不必让识字成为

阅读的主要目标和方向 ，专
注于识字会丢失图画书的许

多阅读效能， 丧失激发阅读
兴趣、 养成阅读习惯的最重
要价值。

3 如何引 导 孩 子 自 主
阅读 ？

积极回应孩子所有的提

问，热情肯定孩子在语言、绘
画、表演等方面的表现，让孩
子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成就

感、自信心，有助于激发孩子
自主阅读的兴趣。

4 孩子有理解不对的地
方要不要纠正？

不要企图一次性完成所

有阅读任务， 要预留反复阅
读的空间， 包括孩子成长后

再次阅读的空间。 慎重处理
所谓的 “不对 ”，不要轻易下
结论 ， 听听孩子的解释 ，听
听孩子的逻辑推导 ，适当保
留各自的意见 ， 彼此交流 。
对于明确的误差或偏失 ，可
以用比较和缓的方式和语

言来引导。

5 如何引导孩子更为主
动高效地阅读？

家长要学会节制提问 ，
比如一本书只问三个问题 ，
问什么、 什么时候发问就很
关键。 主动高效的阅读就是
借助一些方法策略， 更好地
调动孩子参与一定时间和空

间内的阅读， 并策动他们的
积极回应。

6 孩子总爱玩手机、看动
画片怎么办？

首先家长自己要少看电

视、少玩手机，其次是孩子两
岁之前要节制他们看手机

或看动画片的时间 ，把较多
精力花在阅读上。 父母如果
现在用手机或电视代替自

己照顾孩子 ，等孩子七八岁
后就无法再让他脱离这些

新鲜刺激 、形象互动 、充满
游戏性的媒介。 阅读纸质书
的习惯需要养成 、 推动 、建
立，越早越好。

（据《中国教育报》）

让阅读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

什么书适合读？ 什么书
适合讲？ 什么书适合讲读结
合 ？ 这跟作品的文字量 、内
容、题材 、表现风格等有关 ，
也和孩子与这本书之间建立

的联系有关。 要看作品是贴
近孩子的生活、情感、想象及
趣味， 还是更多地表现教育
的主题、认知的内容。

儿童主体、 阅读本位和
文本中心， 是亲子阅读的三
个重点。 儿童主体：阅读应以
儿童为主体，他们越参与、越
主动、越成为阅读的中心，阅
读越有效， 家长和教师在阅
读过程中要适当节制， 凸显
儿童的主体地位；阅读本位：
激发引导阅读的方式、 媒介

以及活动不能取代阅读本

身， 一定要让大部分时间空
间指向阅读本身；文本中心：
阅读活动要指向纸质读物 ，
即使一次阅读只推进与完成

了其中一些片段， 或一个时
间段内只完成了一部分内

容，也是有效的。
亲子阅读的重点在于互

动， 大脑的四种营养成分是
母乳喂养、与孩子对话、开放
性活动和表扬努力。 父母要
珍惜孩子还不识字、 还愿意
听故事的宝贵时光， 要珍惜
睡前故事、 床边阅读的仪式

感，要建立起家庭阅读时间。
阅读不只为了获得知识。 它
提供了休闲、 思考与内省的
乐趣。 越早开始阅读，就越能
体会阅读带来的各种乐趣。

（咏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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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藏着成长的金钥匙

不必过于专业化课程化功能化

不少家长认为早期阅读

要从怀孕开始， 给肚子里的
孩子讲故事时， 能够感受到
孩子的积极互动。 胎教主要
是疗愈母亲的心情， 通过阅
读让母亲自身心平气和 ，安
静下来，从而把愉悦、安详传
导给孩子。 孩子喜欢看什么
书，陪他看就行，父母不必太
用力，太用力容易焦虑。

著名出版人海飞认为 ，
阅读就是人和书之间的关

系 ，读书就是为孩子打开一
扇窗 ，给孩子望远镜和显微
镜 。 “我的三个孩子从小每

年每人订三份杂志 ，我的书
房里有三万多本书 ，在这样
的阅读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
读书从来不发愁。 我们的家
族从不刻意逼孩子读书 ，子
孙中有 33 人上浙大、4 人上
北大。 ”

哈佛大学阅读心理学家

珍妮·乔尔的阅读发展阶段
理论认为 ，从出生到 6 岁是
孩子的 “前阅期 ”，意味着孩
子约略知道书长什么样 ，哪
些是 （或像 ）书 ；认得常见的
标志 、符号 、包装名称 ；会认
几个常常念的故事书中出

现的字 ；会把书拿正 ，边念
边用手指字 ；看图说故事或
补充故事内容 ；会一页一页
翻书。

绘本是孩子的恩物 ，是
教学资源，但不是教材；读故
事会吸引孩子爱上读书 ，但
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有区

别， 千万不要把轻松的亲子
阅读变成辛苦的课内学习 ，
父母一定要慎重。 童年早期，
爱的最重要变量是陪伴。 亲
子阅读就是让孩子和我们在

一起， 在心中种下喜悦的种
子去和世界相遇。

关键是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市场上儿童读物太多 ，
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读物 ？
如何按孩子的发展选择读

物 ，促进孩子更好发展 ？ 儿
童读物和成人读物的优劣

标准有什么差异？ 孩子总是
反复看几本书 ， 其他书不
看 ，如何引导……中国儿童
中心家庭教育部柳铭心博

士介绍了他们所做的微调

查中家长的困惑。
“帮孩子选书是父母的

社会责任。 ”海飞给父母提出
了四条选书建议。 选经典图
书 ，经过优胜劣汰传承下来
的图书是优秀图书 ；选品牌
图书 ，选优秀的作家 、优秀

的出版社出的品牌图书 ；选
精品图书 ， 并非书价贵 、装
帧豪华 ，要选质量好 、为孩
子着想 、从儿童阅读的角度
考虑的图书 ； 选分级图书 ，
按年龄段为孩子选书 ，孩子
能够理解得更到位 ，要选孩
子“跳一跳能看懂的书”。

5 岁以前的幼儿听故事
的频率会影响到他将来的阅

读能力。 一项著名的研究显
示， 来自语言贫乏家庭的学
龄前儿童， 与来自语言丰富
家庭的同龄人相比， 少接触
大约 3200 万的词汇。 孩子从
“爱上阅读 ” “学会阅读 ”到
“在阅读中学习”， 进而走向

“自主阅读”， 是一个不断成
长与发展的过程。 亲子阅读
的指导原则，一是以身作则，
二是了解儿童， 关键是激发
孩子的阅读兴趣。

“孩子最讨厌父母问‘读
这本书你学到了什么？ ’要求
孩子每本书都要学到点什么

知识，是在虐待孩子。 学龄前
最重要的是学会阅读， 父母
切忌用力过度， 否则反而让
孩子讨厌阅读。

建议父母给孩子一间什

么书都有的书房， 相信每个
孩子的阅读趣味不一样 ，不
仅鼓励他们读文学， 也鼓励
他们读科普、读漫画。

“ 当 孩 子

说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
吧！ ’其实他是在说：‘妈妈给我讲讲人

生吧！ ’”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故事和阅读的关系。 孩
子经由故事爱上阅读、了解世界，而阅读又丰富

了孩子的故事，变成孩子内在的经
验和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