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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子子阅阅读读之之要要：：激激发发兴兴趣趣

绘本阅读不但可以锻炼幼

儿的推理、想象、联想能力，而且
能对其进行语言及艺术启蒙，所
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成为
对幼儿进行早期阅读教育的首

选。 亲子阅读是对幼儿进行早期
阅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很
多亲子阅读还存在形式单一、强
迫幼儿识字等问题，导致幼儿在
阅读过程中不但感受不到乐趣，
还会产生抗拒心理。 因此，在家
庭中如何有效地进行亲子阅读，
从而让幼儿更喜欢读书，显得尤
为重要。

带着问题阅读

亲子阅读时，适当提问是一
种有效的方法。 拿到故事书后，
家长可以引导幼儿观察一下封

面上有什么，猜测可能发生的故
事。 等幼儿说出后，家长可以再
简单介绍一下封面内容，像电视
里的精彩预告一样告诉幼儿，书
的内容是跟封面图中人物、事物
有关的故事，这样幼儿自然就会
被引入故事中。 比如读绘本《你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家长可以
问：“你在封面上看到了谁？ ”幼
儿回答后，家长可以引导幼儿模
仿霸王龙：“它们在干什么？ ”然
后再进入绘本的阅读。 像这样在
阅读前让幼儿根据封面猜测故

事内容，会激起幼儿强烈的阅读
欲望。

大一点的幼儿则不同，讲故
事时就不需要频繁提问题。 试想
一下， 当幼儿正沉浸在故事中，
家长突然来一句 ：“你听明白了
吗？ ”“这里的景色美不美？ ”这样
的提问不但对理解故事无益，而
且不利于幼儿注意力的培养。 在
整个故事中，家长可以偶尔问一

两个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比如：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 ”
“你是怎么想的？ ”这些问题没有
标准答案，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
观察和理解去想象。 因为幼儿本
身的阅历并不丰富，抽象思维也
没有真正形成，所以也不要期望
他们一下子就能领悟到故事所

蕴含的意义。 不要总问他们：“故
事听完了 ， 你明白其中的道理
吗?” 从而把自己总结的大道理
强行灌输给幼儿。

分年龄阅读

许多家长拿到一本绘本，总
喜欢从第一页开始，照着书里的
文字平平淡淡、不带任何感情色
彩地念一遍，就算讲完一个故事
了。 这样的阅读方式对低龄幼儿
来说非常枯燥，很难激发他们的
兴趣。 其实，家长不必照本宣科，
可以根据画面，用幼儿熟悉的口
语， 用充沛的情感讲述出来，再
配以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就
一定能吸引幼儿。

比如绘本《可爱的鼠小弟》，
里面文字很少，且基本都是重复
性的语言：“小背心真漂亮，让我
穿穿好吗？ ”和“有点紧，不过还
挺好看吧？ ”如果只是照着书中
的文字读一遍， 只需要 2—3 分
钟。 而当家长根据画面，用幼儿
喜欢的方式讲述：鼠小弟穿了一
件漂亮的小背心，是妈妈给它织
的。嘎嘎嘎，猜猜是谁来了？一起
来看一看，哦，原来是小鸭子。 小
鸭子说：“嘎嘎，你的小背心真漂
亮 ， 我好喜欢呀 ， 让我穿穿好
吗？ ”“给你穿吧。 ”接着，陆续有
大猩猩、海豹、狮子、大马和大象
借小背心，语速、语调、表情随着
故事情节的展开不断变化，生动

的讲解配上夸张的动作，肯定能
让幼儿百听不厌。

3 岁以上的幼儿， 无论是认
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是理解
能力都有提高，所以家长只需按
照绘本上的内容讲述就可以了。
因为绘本上的文字都是作者精

心组织的，可以让幼儿感受语言
的复杂性，为以后独立阅读打下
基础。

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绘本中往往隐藏着很多丰

富的细节，可以利用这些细节激
发幼儿的想象力，引导他们进行
创造性阅读。 好的绘本不仅故事
情节引人入胜，而且画面具有艺
术感、细节丰富 ，每次阅读都会
有不一样的发现。 如《玩具火车
轰隆轰隆》，可以多次设置疑问，
引导幼儿猜想：还有什么东西可
以做火车燃料？ 可能会冒出什么
样的烟？ 你觉得它会开到哪里？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及

以往的阅读经验进行大胆想象，
激发他们创编有趣的情节，也要
允许他们修改自己不喜欢的故

事情节，甚至续写故事 ，从而激
发幼儿的创造力。

创设幼儿喜欢的游戏情境

如果我们把读书和游戏结

合起来，也能大大增强幼儿阅读
的兴趣。 很多绘本都可以用来进
行角色表演。 如讲完《瑞奇有棵
圣诞树》后 ，家长可以扮演瑞奇
爸爸，让幼儿扮瑞奇 ，鼓励幼儿
用故事中的语言进行对话 。 当
然， 如果幼儿对台词有创新，只
要符合故事情境， 也是可以的。
当阅读变成游戏后，幼儿的参与
是积极的，也自然而然会接受故
事内容。

绘本故事还可以作为美术

活动的素材， 帮助幼儿发现美、
感受美、表达美和创造美。 比如
看完《点点点》，家长也可以和幼
儿玩手指点画和创意添画。 只需
准备各种颜色的颜料，大大小小
的手指印经过排列组合，就能变
成各种有趣的昆虫，从而让幼儿
感受到更多新奇的刺激。

许多家长怕自己的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把美妙的亲子阅读
变成了识字时间。 若是幼儿自己
很感兴趣，自然就会记住一些东
西，若是幼儿不喜欢 ，这种强迫
的学习方式甚至会给幼儿留下

心理阴影，因而不值得提倡。
（唐 杰 杨桂霞）

幼儿老师们，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这样
的情况：课间、餐后,身边总会围满了打小报告的
孩子？ 对于这些爱告状的孩子，我们该如何引导
和教育呢？

区域游戏时， 瑶瑶时不时地过来告状：“老
师，他们建构区里的东西放得很乱很乱，我跟他
们说都不听。 ”“老师，他们把甜品店的东西带到
外面去了。 ”“老师老师，于泽瑞他抢我玩具。 ”50
分钟内只见她跑进跑出好多回，时不时地听到她
的大嗓门，结果自己都没玩到什么。 餐前我和孩
子们一起念儿歌，她又嚷起来：“老师老师，沈千
景他不唱。 ”这一次我没有再附和她的话去提醒
没唱歌的千景， 而是冷静地对瑶瑶说：“瑶瑶，你
提醒别人是好的， 但是你这样会影响大家念儿
歌。 ”

饭后我把瑶瑶叫到了跟前：“瑶瑶，你是个爱
帮助老师的好孩子，老师也知道你想让小朋友都
改掉缺点，但是你跟老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注
意时间，不然会影响小朋友们上课的。 有事你可
以下课悄悄地告诉我，可以吗？ ”瑶瑶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
分析策略：

其实告状是中班这个年龄阶段孩子很常见

的一种现象，在我们大人看来可能有点像多管闲
事，但对孩子来说却不是这样。 他们希望受到老
师、同伴的认可，为了让人关注，受人承认，所以
他们会经常借由告状来寻求老师对他的关爱和

认同，想要提高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
老师要公平地对待每个孩子，并引导幼儿正确表
现自己。

中班幼儿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行为规范，善于
观察关心周围的幼儿易向老师告状，希望老师能
纠正同伴的错误行为。 瑶瑶在跟老师告状的同时
还潜藏着一个目的，即借此向老师表明自己已经
记住老师的话了。 所以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接纳孩
子的这一行为，当“告状”是完全正当的时候，我
们就应该主持正义，批评教育被“告状”的幼儿，
以树立一种明确的是非观念，但是我们也应该引
导幼儿共同商讨解决的方法。

面对那些爱打小报告的孩子，老师也要教会
他们慢慢学会自己去处理问题。 比如说跟对方以
比较和平的方式谈一谈，不要总是以告状来处理
问题，这样其实并不利于矛盾双方的和解。

当小朋友告状时，老师最好能够负责任地把
事情调查清楚，然后用恰当的语言和口吻指出各
自的问题。 假如老师一味地责怪被告状的小朋
友，问题其实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作为老师，一
定不要严厉地说被告状的小朋友，这样很容易给
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

老师要适度引导孩子， 给她们明确对错，让
她们辨明是非，学会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据幼教网）

幼幼儿儿园园小小朋朋友友爱爱告告状状，，
教教师师该该怎怎么么办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