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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本是一种独立的书籍形式，不同于广义的图画书，文字起到引导或者暗示的作用。随着绘本的快速

发展，其教育价值受到了中外学者及家长的认可，也被一线幼儿教师广泛应用到幼儿园中。但是幼儿

教师应用绘本在实际教学活动过程中会忽略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幼儿教师在运用绘本阅读开展

培养中班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的活动时存在许多误区。基于此，探讨绘本阅读对于中班幼儿社会交往能

力的价值，并通过调查问卷对中班幼儿教师展开调查，发现并分析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不同维

度对问题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与之对应的可行性策略，从而提高绘本在幼儿社交能力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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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cture book is an independent form of book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ized picture book, the 
text plays a role in guiding or suggesti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picture books, their values of 
education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parents, and are widely used 
in kindergartens by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Howeve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ignore the train-
ing of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There are many mi-
sunderstandings in using picture book reading to develop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picture book reading in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
tion ability. Secondly, a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investigate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find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rough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problem analysis and fur-
ther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feasible strateg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role of picture books in 
children’s soc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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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对学前教育来讲，国务院颁布的《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提出：“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儿童阅读的指导，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

分年龄段推荐优秀儿童书目[1]。”当今绘本被用来对幼儿语言、审美能力等方面进行教育，更多的是运

用到语言、科学、艺术领域中。从社会交往能力来说，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是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班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交往的对象也慢慢扩大，由父母到幼儿园老师再到同伴，绘本

阅读则可以使幼儿学会主动与他人交往[2]。阅读和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可以把绘本阅

读作为提高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途径之一[3]。但在社会领域的教育中，往往很少教师用绘本来培养幼儿

社会交往能力，绘本阅读在幼儿社交能力中的价值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本文即针对幼儿园绘本阅读在中

班幼儿社交能力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 

2. 绘本阅读应用于中班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问题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选取的形式向南阳五所幼儿园市幼儿教师发放了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

卷共 200 份，回收问卷 200 份，剔除 4 份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作答时间小于 30 秒)，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19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问卷调查以客观选择题为主，无主观作答题。其中对于问题“您通常会用

绘本开展什么类型的教学活动？”“您在开展活动时怎样选择绘本？”“您认为绘本阅读应用在幼儿社

交能力后的关注点有什么？”为多选题，其余题目皆为单选题。通过对回收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2.1. 教师对绘本阅读认识浅显化 

我国学者宋晓丹认为：“幼儿是有共情同理心的，通过日积月累的阅读绘本，潜移默化地促进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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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发展，如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4]”绘本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教育手段在我国的应用仅有十余年的

历史，在幼儿园、小学、特殊学校教学活动中，绘本阅读成为一种全新的、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活动。

但在收集整理的数据中发现有些幼儿教师对绘本阅读的认识浅显，在农村地区占比较大。绘本阅读可以

应用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大领域，但据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在实际应用中偏重于语言、

艺术、科学等领域，忽视社会领域的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图 1 是中班幼儿教师回答对绘本了解程度的认

识现状。如图 1 得出，不太了解绘本的幼儿教师占比最多约 34.00%，其次是基本了解和比较了解绘本的

占比依次少之，分别为 30.00%与 24.00%，占比最少的 12.00%是对绘本非常了解的幼儿教师。 
 

 
Figure 1. Survey diagram of middle class preschool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picture books 
图 1. 中班幼儿教师对绘本的认识调查图 

 
1) 教师忽视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教育作用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曾在著作中表明：“社会领域的敏感期是两岁半到五岁[5]。”而我

国幼儿是在中班时期四到五岁左右慢慢产生与社会互动的兴趣，才开始明确地表达出自己想要和同伴玩

耍，相互交往的想法，语言表达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是培养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关键期，教师要好

好把握。本文为了了解中班幼儿教师对绘本阅读应用于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态度现状做了问卷调查，详

见图 2。教师认为交往重要的占比 59.50%，一般重要的占比 30.00%，不重要的仅占比 9.50%，由图可见

中班幼儿教师普遍认为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很重要。 
 

 
Figure 2. Preschool teachers’ attention to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图 2. 幼儿教师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视图 

 

随后就以绘本阅读为材料想了解教师是否会用其来作为教学工具来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25


张松嘉 
 

 

DOI: 10.12677/ae.2024.145725 494 教育进展 
 

如下图 3 所示。有 55.50%的教师认为用绘本来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的作用不明显，有 30.00%的教师

认为通过绘本阅读有帮助，还有 14.50%的教师认为没有帮助。由此结果反映出大部分中班幼儿教师没有

看到绘本阅读在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价值，没有很好发挥绘本作用的现状。 
 

 
Figure 3. Attention diagram of preschool teachers to reading picture books 
图 3. 幼儿教师对绘本阅读的重视程度图 

 
2) 教师对绘本阅读的作用认识功利化 
在填写“您认为绘本阅读应用在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后的关注点有哪些？”(多选)的问题时，教师的回

答主要包括了复述故事能力、交往行为变化能力、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其他这五个方面，具体统

计结果如下： 
 

 
Figure 4. Survey chart of preschool teachers’ knowledge of reading picture books 
图 4. 幼儿教师对绘本阅读认识调查图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有高达 134 名幼儿教师提供绘本阅读是想让幼儿可以讲出故事内容，另一部分

共计 131 名教师是想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在小朋友幼儿面前分享绘本内容，只有少数幼儿教

师提到重在观察幼儿通过绘本阅读后的行为变化。综上所述，多数教师对绘本的使用仅限于幼儿能复述

故事内容，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等简单的活动目标，就导致幼儿独立思考、判断的时间减少了，最终一

节绘本阅读课程，反而成为教师以“绘本”为媒介展开的课程[6]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作用教

师表示在实际幼儿园集体活动中短时间很难做到。 
3) 教师对绘本阅读选择存在随意性 
本文对在中班幼儿教师在为孩子选择绘本时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中，设计了相关问题：“您在开展

活动时怎样选择绘本？”(多选)并对这一问题做了统计调查，详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幼儿教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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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内容选择的约占 67.34%，占比最高；其次有 60.71%的教师是分类来选的，位居第二；还有 54.08%
的教师是尊重儿童意愿来选择的，其余则是随意来选择绘本的。总体来说，在幼儿教师选择绘本时首要

考虑的是故事内容，但随意选择的教师也不在少数，因此教师所选择的绘本质量也堪忧。 
 

Table 1. Basis for selecting picture books 
表 1. 选择绘本的依据 

选择依据 随意选择 分类选择 尊重儿童意愿 根据故事内容 其他 

人数 68 119 106 132 63 

百分比(%) 34.69 60.71 54.08 67.34 32.14 

 
在选择的绘本中，想要将绘本的价值发挥出来，教师在选择过程中要结合具体情况，深入分析，过

于简单或者难度太大，不符合中班幼儿的认知水平，则会而导致绘本阅读的效果不佳。比如《八十天环

游地球》这本绘本在中班幼儿集体活动时使用就不合适，绘本讲述的是福克先生和朋友们约定要用八十

天环游地球一周，但面临着这种困难，他能完成约定吗[7]？绘本讲述的故事内容很吸引幼儿，但此绘本

中文字偏多，孩子们刚开始阅读很投入但过一会儿就开始左顾右盼，不想继续下去了。此外书中所描绘

的事物离中班幼儿的生活经验很远，幼儿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2.2. 幼儿园对绘本阅读重视程度不强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学前儿童的读物——绘本，乃至家长、幼儿教师也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培养幼

儿的阅读习惯，甚至有些幼儿园就是以绘本作为自己的办园特色来招生，绘本成为风靡幼儿读物的一个

文学形式。园所中绘本在儿童社会交往能力中的作用欲显突出，让幼儿系统地阅读关于社会人际关系的

绘本来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有利于提高幼儿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8]。但在一些农

村、偏远地区、甚至一些地区的县城幼儿园教师对绘本阅读的教育意识和能力不足，园区绘本的配置不

足，教师对绘本课程进行难以详细规划，更无谈阅读环境的具体设置。因此多数幼儿园并不是很重视绘

本阅读和教学活动。 
1) 幼儿园投放绘本数量少 
本文在了解幼儿教师的园类级以后，设计了“您班级的投放量如何？”的问题来了解幼儿园的绘本

投放情况。 
 

 
Figure 5. Picture book placement situation diagram 
图 5. 绘本投放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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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5 以看出，有 31.50%的班级绘本投放量最多五本，班级绘本量在 6~10 本之间的班级占比最

多有 35.00%，10~15 本之间的班级占比 18.50%，而绘本投放量 15 本以上的班级仅占 15.00%。根据幼儿

园中班的幼儿数量来说，即使是 15 本绘本也不能保障幼儿人手一本。学校对绘本的投放数量严重不足，

不能很好满足幼儿的阅读需求，从而影响班级的绘本阅读活动和幼儿自主阅读活动。 
2) 幼儿园缺少教师绘本培训活动的重视 
在当今全球提倡实施全民阅读的趋势下，新时期早期阅读教育正呈现出高要求的新局面，绘本阅读

教育及其指导日益成为一个富含专门性要求的专业领域，儿童绘本阅读中教师在早期阅读指导的重要性

也随着日益提升[9]。相较之下，当前幼儿园绘本阅读中存在的问题与教师主体相关，究其原因一方面源

于幼儿园主体对绘本阅读的教学管理缺乏系统性，对教师绘本培训活动的不重视，过于形式化与浅显化。

导致专业不足教师片面强调绘本内容的传授与故事的复述，忽视幼儿情感的培养。相关统计如下： 
 

 
Figure 6. Situation of organization picture book training in kindergarten 
图 6. 幼儿园组织绘本培训情况图 

 
根据条形图直观地反映了学校对绘本阅读的不重视程度，对教师加强自身素质的工作没有做好支持

工作，没有为幼儿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图 6 可以看出有 41.00%的幼儿教师反映本园偶尔组织

教师进行绘本培训活动，是占比最多的一项；仅有 21.00%的幼儿教师反映自己的学校经常组织教师一起

进行绘本培训活动。 

2.3. 绘本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方法存在偏差 

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一般包括：集体教学活动、小组活动和个别活动(区角活动)。本文主要是

研究绘本在幼儿园中班集体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的教育策略。于是对

幼儿教师关于“您的班级每周运用绘本开展集体教学活动的次数是？”的回答结果进行了归纳，详见表

2。由表可得，幼儿园每个班级每周开展绘本集体活动 1~2 次的占比最高，约是 64.79%，3~4 次活动次数

的占比 15.30%位居第二，没有开展过活动的占 10.71%。发现绘本应用于幼儿园教学活动的次数普遍不高。 
 

Tabl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umber of conducting collective activities 
表 2. 开展集体活动次数现状表 

开展活动次数 5 次以上 3~4 次 1~2 次 没有 

人数 18 30 127 21 

百分比(%) 9.18 15.30 64.79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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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绘本应用于活动形式单一 
幼儿园应用绘本开展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集体教学活动，幼儿教师习惯性的利用绘本阅读开展集体教

学活动，让幼儿围成一圈坐，教师在中间拿着绘本讲故事，活动形式比较单一。在问及：“您通常运用

绘本阅读开展什么类型的教学活动？”本文对幼儿教师的回答结果进行统计，归纳出三个关键词：“表

演活动”“游戏活动”“集体教学”，详见表 3。 
 

Table 3. Table of the methods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picture book teaching 
表 3. 教师开展绘本教学的方法表 

调查内容 选项 人数 比例 

教师开展绘本教学的方法 
(多选) 

表演活动 125 63.77% 

游戏活动 120 61.22% 

集体教学 145 73.97% 

其他形式 83 42.34%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在以绘本为载体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活动形式比较单一，最常见的形式

是集体教学，有 73.91%的幼儿教师选择集体活动，让幼儿通过听故事的形式来巩固绘本阅读内容的核心

经验，63.77%的教师运用表演活动来帮助幼儿理解绘本内容，61.22%的教师会采用游戏活动加深幼儿对

绘本的认识与理解，42.34%的幼儿教师会选择其他形式，占比最少。 
2) 绘本形式应用不灵活 
随着绘本作为新兴的文学作品在我国风靡十几年，如今绘本儿童绘本种类多样，题材丰富，在选择

时令家长、幼儿教师眼花缭乱。笔者归结一下大致分为两大类，包括纸质绘本、电子绘本。在问及：“您

平时所选择的绘本形式是？”，幼儿教师的回答结果具体如下表所示。 
 

Table 4. Table of the forms of picture books selected by preschool teachers 
表 4. 幼儿教师选择绘本形式表 

调查内容 选项 人数 比例 

幼儿教师选择绘本形式 

纸质绘本 112 57.14% 

电子绘本 32 16.32% 

纸质套绘本 52 26.53% 

 
如表 4 所示，57.14%的幼儿教师选择纸质绘本，占比最多；16.32%的教师选择电子绘本，占比最少；

26.53%的教师选择纸质配套绘本。幼儿教师运用绘本的形式不是很灵活，还是以传统的纸质版绘本形式

为主。 

3. 绘本阅读应用于中班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对策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绘本阅读在中班幼儿的实际运用情况，根据数据发现有教师自身、学校、

绘本这三个维度的问题，并根据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3.1. 教师加强对绘本及中班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认识 

1) 教师自身提高对绘本认识的深度 
教师自身的素质水平、专业能力等修养对促进幼儿全面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绘本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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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作品，以其“儿童意识和儿童视角”的优势，并且有着“画中有话”的特点，从儿童的心理出

发，以积极阳光的态度引导儿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绘本的社会教育价值远远大于成人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需要教师有专业的能力来帮助儿童达到“最近发展区”。 
在实际的绘本阅读过程中，教师只是注重知识与技能的活动目标，引导鼓励幼儿复述故事内容，培

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对于社会领域的行为没有仔细观察，难以发挥绘本对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的

教育价值。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运用多种方式与途径提升自身对绘本阅读的相关知识。如

松居直先生的著作《打开绘本之眼》，为我们理解绘本认识绘本提供了更为深入和丰富的视角，而他的

讲述也为家长选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10]。 
2) 教师树立正确的绘本阅读观 
树立正确的绘本阅读观需要幼儿教师观察细节，正确引导。首先，在幼儿进行绘本阅读时，教师可

引导幼儿去观察图片中的人物表情、动作等细节，身临其境地体会人物的心情，并引导幼儿了解不同的

语言行为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让幼儿认识到主动与人交往是一件很棒的事，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11]。同时，幼儿教师要适时留白给幼儿独立思考的时间。幼儿教师可以在讲述绘本

故事中适当的留白，给幼儿时间思考，深刻体会绘本中的人物形象。如幼儿在阅读绘本《小白找朋友》

时，里面的故事内容丰富很适合幼儿思考，小白等呀等也没等到自己的朋友，于是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情就是去到真实世界主动地寻找自己的朋友，在这样的绘本阅读中有需要停顿下来的地方让幼儿思考

小白是怎样交到朋友的[12]。 
其次，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学会在不同情境中社会交往的方法。中班幼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特点，

所以需要教师在进行绘本阅读时引导幼儿习得社会交往的规则和技能，打破以自我为中心，实现良好的交

往互动。教师可引导幼儿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懂得倾听与分享、平等与合作、主动与人交往等。如绘本《我

有友情要出租》形象刻画的是一些幼儿交朋友时遇到的问题和渴望朋友但缺乏与他人交往的主动性。当幼

儿看到大猩猩以“出租友情”的方式寻找到了一个叫咪咪的好朋友并与它愉快地交往时，可以体会到与人

交往的乐趣，然而当看到咪咪离开让大猩猩明白：友情是不能用金钱买卖的，友情是平等的。从而使幼儿

明白友情的珍贵。这时幼儿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知道：朋友是要主动去寻找和交往的，而且他们就在身边。 
3) 教师选择适合中班幼儿认知发展水平的绘本 
运用绘本来培养中班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幼儿教师不仅需要根据绘本内容的难易程度是否符合中

班幼儿的年龄心理特点来选择，还需要从幼儿的视角出发来选择能吸引幼儿兴趣的、贴近幼儿生活经验、

生动有趣的绘本。这样能够使选择的绘本与培养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教学活动内容更为契合，充分发挥

绘本的教育价值[13]。 
首先，幼儿教师可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来确定中班幼儿的

年龄特点、生理特点以及能够达到的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再根据中班幼儿的学习特点与方式来设计具

体的活动目标，然后教师从日常的绘本积累和交往绘本系列中选出有关此类的绘本。如《不是那样，是

这样的！》这本绘本是告诉幼儿在交往过程中发生矛盾了怎么办，这类绘本符合中班幼儿的年龄心理特

点，对幼儿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能力是有帮助的。 
其次，幼儿教师可以创设令幼儿感兴趣的情境来吸引幼儿来关注绘本上的内容，而且选择的绘本内

容应该丰富有趣，图画生动形象，符合幼儿的审美能力。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才是最重要的，对幼儿的

启发也是最大的。比如很多孩子都喜欢恐龙，而绘本《你真好》是霸王龙系列绘本的第三本，是一个通

过帮助拯救了霸王龙生命的友情绘本。绘本里面的小恐龙个性鲜明，故事内容跌宕起伏能够引起幼儿的

兴趣。这样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幼儿在看完绘本后也会改正自己的行为，想与人交往时不会只动手，而是

运用真诚的语言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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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幼儿园加强对绘本阅读的重视 

1) 提供高质量园所绘本供给 
根据上文的研究调查数据可知，目前许多幼儿园班级的绘本投放量并不能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和幼

儿教师的绘本教学活动开展的次数少。因此，学校应根据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与心理特征、兴趣和教学

活动等需求为每个班级提供更多的绘本书籍。在投放绘本时，要满足幼儿全面发展的需求，投放不同类

型的绘本。对于已经投放的绘本，学校应及时更换，保证绘本的流动性，避免出现幼儿无书可看的现象。

同时也要对绘本进行定期维护保养，需要幼儿教师做好管理工作，引导幼儿在阅读绘本时要爱护、保护

书籍，看完要及时放回原处。 
2) 组建高质量教师绘本教研活动 
教研活动是教师提升与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群体交流与互动的基础与条件上文研究结果得

出，大多幼儿教师对绘本的教育价值都是认可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交往能力对幼儿的重要程度，但是

由于自身的专业素养不够以及学校的支持力度小，导致绘本在中班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方面应用的结果

不是很理想，有的教师甚至不知道如何利用绘本达到教育价值。这就需要学校多组织一些关于绘本的教

学教研活动，让幼儿教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在实践中运用。学校还可以请专家来园指导教研活动，

给幼儿教师更专业的学习机会。 

3.3. 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将绘本运用在中班幼儿社会交往活动中 

1) 设计活动方式多样化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在利用绘本开展中班幼儿社会交往活动的方式都很单一，大多通过集体教学活动

来简单的带着幼儿进行讲故事活动，在讲故事过程中的提问也是很随意的没有体现专业能力的问题，幼

儿的兴趣很快就消失了。但绘本进行活动的方式有很多，如幼儿教师可以采用语言领域的角色扮演、表

演活动，草坪阅读会等活动，艺术领域的绘画、手工活动，社会领域的绘本跳蚤市场，体验交换绘本的

乐趣，锻炼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这些活动需要教师用心设计，给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来帮助幼儿深刻

地理解绘本内容。集体教学活动虽然效率高，省时省力但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多样性的活动方式可以

激起幼儿的兴趣，锻炼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巩固幼儿的社会交往经验。 
2) 选择绘本形式灵活多样 
据研究数据得出，大多幼儿教师采用的是纸质绘本，其主要原因是学校直接提供了不需要自己寻找，

还因为纸质方便幼儿自己去阅读。还有的教师选择电子绘本，利用多媒体来让幼儿阅读绘本。纸质绘本

与电子绘本二者有利有弊，我们可以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应用到班级中。利用纸质绘本来培养幼儿爱阅

读的习惯，利用电子绘本来吸引幼儿的兴趣，现在的孩子接触数码产品很早，对多媒体教学十分受用。

幼儿教师不必局限于一种形式，多种选择也可以发挥绘本的教育价值。 
综上所述，绘本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已逐步成为幼儿园情感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图片与文

字相结合的绘本阅读能给幼儿的心灵带来启发和触动，从而能更好地进行教育。在运用绘本来培养中班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时需要幼儿园教师、学校、家长、社会等多种因素的支持与帮助。同时相关的问题与

挑战需待解决，来自学校与教师等方面的影响也势必会影响绘本运用于幼儿社会交往的实际效果，所以

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改善方案，从根本上推动绘本在幼儿园社会交往教育中的科学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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