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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ents’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wards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and parent-child read-
ing affect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ading. Taking the children of 3~6 years ol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Luyang District of Hefei, this paper has selected 180 children as test objects, 
who are selected from Bishuilanting kindergarten, Hexuyuan kindergarten, and China Railway In-
ternational Guiyuan Kindergarte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takes a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 Luyang District of Hefei. The problems 
are founded as below: 1) Parents a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parent-child reading. 2) Par-
ent-child reading is inadequate prepared. 3) Parent-child reading cannot be extended enough. 4) 
Interaction behavior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s lack of scientific and interesting. 5) While reading 
children’s reactions are respective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ome specific and practical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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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对幼儿早期阅读、亲子共读的认识和态度影响着幼儿家庭开展亲子共读的实践及其效果。本研究选

取合肥市庐阳区180名幼儿(3~6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合肥市庐阳区幼儿家庭亲子共

读的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有：1) 家长对亲子共读认识不足；2) 亲子共读准备不充分；3) 亲
子共读延伸意识欠缺；4) 亲子共读互动行为缺乏科学性和趣味性；5) 幼儿共读时反应不一。鉴于以上

问题，为改善现状，本研究提出具有一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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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亲子共读是指父母与幼儿在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中，围绕幼儿读物，通过大声朗读、提问、揣测、

表演等方式引导幼儿思考，从而激发幼儿阅读兴趣，培养幼儿阅读能力。幼儿在阅读能力方面存在较大

个体差异，家长是影响幼儿阅读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幼儿阅读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亲子

共读活动的质量。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与幼儿进行亲子共读时存在着问题。因此，我们旨在从

亲子共读的互动策略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为亲子共读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多角度研究提供

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选取杨雯珺创编的《亲子共读问卷》。该问卷由 33 道选择题构成。

分为四个维度：亲子共读准备行为(第 1、13、15、28、29 题)、亲子共读的互动行为(第 3、4、12、14、
16、17、22、14、17 题)、亲子共读延伸行为(第 2、7、9、11、19、20、21、23、26 题)、亲子共读中孩

子的反应(第 5、6、8、10、18、25 题)。亲子共读问卷采用 Cronbacha 来测试信度，总体信度为 0.902，
四个维度的信度在 0.078~0.851 之间。调查问卷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碧水兰庭幼儿园、和煦园幼

儿园、中铁国际桂园幼儿园三所幼儿园选取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向家长们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 180 份，有效份数 162 份，有效率为 90%。 

本研究主要采用杨雯珺创编的非结构式访谈提纲，选取 3~6 岁幼儿的家长(10 人)为访谈对象，访谈

的内容涉及父母对亲子共读的态度和认识、父母与孩子在亲子共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亲子共读的效果

和亲子共读的影响因素等等。 

3. 亲子共读的现状 

3.1.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家长对亲子共读的了解不足 
访谈结果表明，90%的家长对亲子共读的认识不准确，有的认为亲子共读就是与孩子互相沟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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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回答不清楚。同时，80%的家长开展亲子共读的目的都较积极，与幼儿发展联系较密切，但侧重

点不同，部分家长认为开展亲子共读的目的是为了让幼儿学到知识，为了小学做准备，而其他家长则认

为亲子共读的目的重在活动本身，应侧重幼儿对阅读情感态度的发展，孩子虽然小但其阅读能力的培养

是需要从小做起的，要有意识的培养，只有 20%的家长认为亲子共读并不重要。从访谈中还可以得知，

虽然家长认为亲子共读很重要，但并不能保障他们积极实施亲子共读，有 60%的父母对亲子共读的感受

并不积极，经常出于孩子的要求而被动地进行亲子共读，自身并没有体验到亲子共读的乐趣。 

3.1.2. 亲子共读准备不充分 
研究表明，亲子共读准备的总平均分为 3.383，与此同时该维度的典型题 1、13、15、28、29 的平均

分也在 2.98~4.14 之间，可见家长在亲子共读的准备行为上不是很明显。如表 1 所示，63.75%的家长没有

在共读前让孩子根据封面内容猜测故事大致内容和讲解书名、插画的习惯，60.83%的家长不会给孩子提

示与故事相关的生活经验，10%的家长会在空闲时主动提出跟孩子一起阅读图画书，此外 18.33%的家长

会在家里放置一些儿童画册、图书、杂志等方便孩子阅读。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家长在共读准备的

环节上是不充分的，部分家长在进行共读时缺乏必要的耐心，没有注意到给幼儿一个心理的缓冲时期。

幼儿在开始进行共读时，故事对其可能并没有吸引力，这时候如果家长让幼儿根据封面猜测内容，会增

加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预测能力。除此之外，封面还隐藏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家长在

进行介绍时会有助于幼儿理解故事的内容，没有充分准备的亲子共读是不会取得良好的阅读效果的。 

3.1.3. 亲子共读延伸意识欠缺 
研究表明，亲子共读延伸行为的总平均分为 3.664，该维度的典型题 2、7、9、11、19、20、21、23、

26 题的平均分在 3.33~3.89 之间，可见家长阅读延伸行为较不明显。根据各题的百分比统计可知，如表

2 所示，46.67%的家长在读完图书后不会跟孩子一起将故事用绘画、手工或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86.67%
的家长不会经常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育理念或方法，83.33%的家长不会让幼儿假想自己是故事的主人公

这个角色来解决问题的习惯，11.67%的家长除了家以外不会在其他场合进行阅读活动，19.17%的家长很

少关注与亲子共读相关的书籍、网站、讲座等，11.67%的家长在阅读完后不会引导幼儿练习故事中出现

的重复的句子。这些都说明，部分家长的阅读延伸意识欠缺，亲子共读活动结束后，没有继续关注相关

的消息。事实上，幼儿的学习是不断重复的过程，家长要寓教于乐。 

3.1.4. 互动行为缺乏科学性和趣味性 
研究表明，亲子共读互动行为的总平均分为 3.756，且该维度的典型题 3、4、12、14、16、17、22、

14、17 的平均分也在 3.4~4.05 之间，可见亲子共读的互动行为并不明显。根据各题项的百分比统计可知，

如表 3 所示，26.67%的家长会让幼儿在阅读后复述一遍给自己听，16.67%的家长在幼儿复述故事内容时

会有一些语言或表情动作的提示，11.67%的家长在共读时会选择手指图画，用提问的方式与幼儿进行互

动，这都表明虽然家长注意到了亲子共读需要一定科学的指导方法，但大多数家长并没有掌握正确的方

式，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只有 12.5%的家长会在共读时引导幼儿观察画面的微小变化，然而图画书的乐

趣无非就是寻找图画中隐藏的信息和很多细微的变化，可知亲子共读缺乏一定的趣味性。60%的家长在

阅读时是在教幼儿识字。此外，13.33%的家长会鼓励幼儿发问或者表达自己对故事的想法，可知家长与

幼儿缺乏一定的互动性。总体上可知，亲子共读的互动行为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和科学性。 

3.1.5. 幼儿亲子共读时反应不一 
研究表明，亲子共读中孩子反应的总平均分为 3.897，且该维度的典型题 5、6、8、10、18、25 的平

均分也在 3.79~4.13 之间。根据各题项的百分比统计可知，如表 4 所示，73.3%的幼儿会主动与家长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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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rent-child reading preparation behavior 
表 1. 亲子共读准备行为 

题目 不符合 符合 

阅读前，我会让孩子先根据封面猜测故事的大致内容，呈现并讲解图画书封面

上的书名和插画。 
63.75%  

阅读前，我会给孩子提示与故事有关的生活经验。 60.83%  

我会在家里放置一些儿童画册、图书、杂志等方便孩子阅读。  18.33% 

空闲时，我会主动提出跟孩子一起阅读图画书。  10% 

 
Table 2. Parent-child reading extension behavior 
表 2. 亲子共读延伸行为 

题目 不符合 

读完图书后我会跟孩子一起将故事用绘画、手工或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 46.67% 

我会经常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育理念或方法。 86.67% 

会在共读时引导幼儿观察画面的微小变化，然而图画书的乐趣无非就是寻找 83.33% 

图画中隐藏的信息和很多细微的变化. 11.67% 

我会时常关注与亲子共读相关的书籍、网站、讲座等。 19.17% 

如果故事有很多重复的句子表达，阅读完后我会引导孩子练习说这些句子。 11.67% 

 
Table 3. Interactive behavior of parent-child reading together 
表 3. 亲子共读的互动行为 

题目 符合 

我会让幼儿在阅读后复述一遍给自己听 26.67% 

在幼儿复述故事内容时我会有一些语言或表情动作的提示 16.67% 

在共读时会选择手指图画，用提问的方式与幼儿进行互动。 11.67% 

我会在共读时引导幼儿观察画面的微小变化，然而图画书的乐趣无非就是寻找图画中隐藏的

信息和很多细微的变化。 
12.5% 

我会在阅读时是在教幼儿识字。 60% 

我会鼓励幼儿发问或者表达自己对故事的想法。 13.33% 

 
Table 4. Children’s reactions in parent-child reading 
表 4. 亲子共读中孩子的反应 

题目 符合 

阅读过程中，孩子会主动与家长谈论图画书上的内容。 73.3% 

孩子在去幼儿园时愿意将自己的图书带去和小朋友一起阅读。 60% 

孩子在阅读时如果遇到和故事有关的生活经验会主动提及。 50.83% 

孩子在进行亲子共读时会主动提出一些与故事有关的问题。 42.5% 

孩子对阅读完图书之后的故事表演、游戏等活动非常感兴趣。 37% 

孩子在与家长一起阅读时会主动发表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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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上的内容，60%的幼儿在去幼儿园时愿意将自己的图书带去和小朋友一起阅读，50.83%的幼儿在

阅读时如果遇到和故事有关的生活经验会主动提及，42.5%的幼儿在进行亲子共读时会主动提出一些与故

事有关的问题，37%的幼儿对阅读完图书之后的故事表演、游戏等活动非常感兴趣，仅有 30%的幼儿在

与家长一起阅读时会主动发表自己对故事的看法。总的来说，幼儿的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在阅读时

家长不重视与幼儿的互动或与幼儿的互动方式不能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3.2. 成因分析 

3.2.1. 家长对亲子共读重要性的认识不充分 
研究表明，部分家长会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身体疲惫等原因拒绝开展亲子共读活动[1]。有时候部分家

庭即使开展了亲子共读活动，其共读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此外，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共读延伸意识缺乏，

在共读时或者共读结束后没有及时开展活动来保证共读的效果和质量。大多数家长也没有对自己的教育

理念或方法进行反思与改进的习惯，在与幼儿进行阅读时，不知道如何与幼儿进行互动。除此之外很多

家长无法保证阅读频率，无法与幼儿保持良好的互动这都反映了家长对亲子阅读重要性认识不足。 

3.2.2. 家长对亲子共读准备的了解不深 
阅读材料和阅读环境是亲子共读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亲子共读的准备家长通常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亲子共读的环境由物质的阅读环境和心理的精神环境(良好的阅读氛围)构成，一个高质量亲子共读活

动需要创设良好的共读环境[2]。通过调查表明幼儿家长对于创设良好共读环境的重要性认识的还不够深

刻，在环境的创设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部分家长认为是亲子共读就是读书给幼儿听，并不需要进行环

境创设，认为这些并不重要，还有部分家长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但由于工作等种种原因而选择忽视

对环境的创设，认为以后再进行也是可以的。根据访谈可知部分家长对幼儿读物的选择不合理，有时会

选择文字多于图画的书或者无字图画书，幼儿对图画较少的书感兴趣或者兴趣一般，而无字图书在幼儿

感兴趣的情况下，家长却没有办法对图画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根据研究表明，图多于文字的图画书和

图文相当的图画书，这类图画书较符合幼儿的阅读心理特点，容易引起幼儿的阅读兴趣，而且由于文字

少，父母可以用各种方式引导孩子关注画面，这就增强了幼儿与父母、幼儿与书本的互动。 

3.2.3. 共读的实施过多依靠家长的主观经验 
现在很多家长在进行阅读时，通常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进行的，缺乏科学的依据。很多家庭进行

亲子共读的时间多选在幼儿的入睡前，这种情况大多受到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亲子共读不仅

仅是部分家长认为的单纯识字类的学习活动，而是一个家长与幼儿共同进步的活动，是需要情感交流的。

在共读的过程中，相比家长单纯的将图画书上的内容念出来，幼儿更需要的是充满情感的互动与交流。

这一点是绝大部分家长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阅读等于识字这一阶段。事实上，在进行亲

子共读前，家长可以浏览相关的教育网站或阅读相关的书籍，与时俱进的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共读

前后或者共读时，家长也可以选择表演、游戏等合适的方法与幼儿进行互动。 

3.2.4. 互动方式缺乏科学的指导 
多数家庭的亲子共读活动较乏味，互动较少，通常是家长讲幼儿听的模式，而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因

为共读时家长没有掌握正确的互动方式，缺乏科学的指导。亲子共读是一种亲子间甜蜜温情的互动享受，

这就说明亲子共读非常注重“愉悦性”和“互动性”。但部分家长为了让幼儿做好上小学的准备而进行

亲子共读，这种做法扼杀了幼儿对阅读的兴趣，有损幼儿的健康成长。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孩子参

与到亲子阅读活动中来，符号互动理论提到亲子互动的机制是模仿与感染，在进行亲子共读时，父母可

以通过与幼儿互动来达到感染幼儿的目的，父母是幼儿最好的表率，让幼儿在模仿的过程中成长，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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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会思考，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家长不懂得放手，一味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全权代理或是平行式

阅读方式或者偏离故事主题或侧重识字的共读方式都是缺乏科学指导的共读方式，因为缺乏互动交流的

共读，代表着幼儿没有话语权、参与权只是被动学习，共读效果自然不佳。 

4. 对亲子共读互动行为的教育策略 

鉴于合肥市庐阳区家庭亲子共读互动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善现状，根据其成因分析，现提出

具有一定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地教育策略。 

4.1. 加深家长对亲子共读的认识 

4.1.1. 正确认识亲子共读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家长对亲子共读的认识不充分，共读准备不足，共读延伸意识欠缺，所以目前当务之急

是加深家长对亲子共读重要性的认识。 
高质量的亲子共读有利于实现幼儿早期阅读教育的目标，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具备初步的独立阅

读能力，从而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养成独立思考和学习的习惯，同时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3]。因此，家长要正确认识到亲子共读的重要性，积极主动的与幼儿进行亲子共读，

在亲子共读中，重要的不是认识文字或学习知识，而是家长与幼儿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感受和体验

阅读的情趣。家长与幼儿在亲子间愉快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和感知书面语言，认识文字和了解

生活常识，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故事的感染和教育[4]。 

4.1.2. 普及亲子共读互动相关知识 
如前所述，家长在亲子共读时的互动行为缺乏指导，家长作为亲子共读的重要组织和参与者，其相

关知识储备对活动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家长具备正确的亲子共读的观念及相应的指导策略知

识，才能够达成良好的阅读效果。 
1) 幼儿教育机构的家长培训 
首先，让家长积极地参与到幼儿园的阅读活动中。幼儿教育机构对幼儿的阅读指导是非常专业和有

针对性的。让家长亲自参与到整个阅读活动中，进而让家长了解在阅读时该如何与不同年龄段的幼儿互

动。同时，家长只有参与正规的阅读活动才能更好地了解幼儿的阅读能力，在进行亲子共读时，才能够

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进行更好的延伸。其次，对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在亲子共读的互动策略的培

训中，应该着重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第一，迎合幼儿的兴趣特征。在亲子共读时家长要根据幼儿的兴

趣与其进行互动，只有幼儿感兴趣了，亲子共读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第二，采取游戏的方式。家长利

用游戏与幼儿进行互动时能充分引起幼儿参与的兴趣，提高幼儿对亲子共读的期待和热情。 
2) 大众传媒的积极宣传 
如今互联网和电视等新兴的传媒途径使得大家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让家长在获取亲子共读

的资料的方式上有了更广阔的选择。大众传媒可以发挥自己强大的传播作用，比如建立专门的教育网站

或者播放相关的教育节目，以此来宣传亲子共读的互动策略。大众传媒要通过本身潜移默化的影响，在

不知不觉中帮助家长树立起对亲子共读互动策略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教育观念。这对于亲子共读活动的

开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4.2. 学习掌握多样的共读策略 

4.2.1. 巧妙设疑 
在进行亲子共读时家长要注意启发幼儿，要引导幼儿发散思维。如在共读前，让孩子根据封面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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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大概内容，主动给孩子呈现并讲解图画书封面上的书名和插画，在共读时要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

来巧妙的设置疑问，例如，在《好饿好饿的毛毛虫》中，家长可以问幼儿毛毛虫接下来的一天又吃了什

么？它这次吃饱了吗？家长要在一步一步的提问中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鼓励幼儿回答问题。在共读过

后，家长可以与幼儿一起将故事内容用绘画、手工、游戏等的方式表达出来。 

4.2.2. 绘声绘色的朗读 
在亲子共读时家长可以选择大声朗读图画书上的一些内容，通过用不同的语气、语调和语速变化来

扮演书中不同的角色，以此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孩子在绘声绘色的朗读中体验阅读的极大快乐。 

4.3. 构建良好的阅读环境 

4.3.1. 重视幼儿读物的选择 
根据访谈的结果可知，很多家长对儿童读物的选择更多的是依靠主观判断的，由于家长尚且对阅读

没有建立正确的认识，对如何选择正确的幼儿读物了解的少之又少。 
所以，针对这一情况，家长在选择亲子共读读物时，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符合幼儿身

心发展特点，挑选以图画为主的图书材料。幼儿认知发展决定了幼儿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不具备

对文字的认读能力[5]。第二，要适度地提高幼儿阅读图书的难度。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加，幼儿的认知发

展是非常快的，家长要注意提高阅读的难度，让幼儿体验到阅读的快乐，避免产生厌烦感。 

4.3.2. 创设良好的物质和心理环境 
开展亲子共读活动必须要有良好的环境，良好环境的创设能够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增强幼儿主动

活动的意识，从而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最后让他们爱上阅读。所以，家长必须做好开展亲子共读的准

备活动，比如开始阅读前寻找一个光线充足、空间适当、安静温馨的环境，选择适合幼儿身高的书桌，

以及适合幼儿自由取放图书的书架，让阅读成为幼儿生活的一部分[6]。 
幼儿对阅读的喜爱和热爱之情是需要在常年累月的阅读中慢慢形成的。要想孩子喜欢阅读，必须要

为他创设一个愉悦的阅读氛围，幼儿在愉悦的环境中会更容易爱上阅读[7]。而家长可以用足够的表扬、

鼓励和掌声来创造一种愉快的阅读氛围，让孩子在阅读时能获得自信心、成就感和愉悦感，从而使他们

爱上阅读。 

4.4. 丰富家长亲子共读的指导策略 

4.4.1. 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 
在亲子共读时，除了“读”出故事的内容外，还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比如可以通

过绘画、手工、游戏等方式将故事的内容表现出来。3~6 岁幼儿主要仍是无意注意，强烈的声音、鲜明

的颜色、生动的形象、突然出现的刺激物或事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都容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所以

在阅读之后选择将故事表演出来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样更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更加期待亲

子共读的到来[8]。 

4.4.2. 培养幼儿自主阅读能力 
家长应帮助幼儿逐渐了解一些阅读的基本技能：翻书的规则，翻书要用大拇指和食指，从前往后一

页一页地翻，每页要从上到下，从左至右有顺序地看；爱书的习惯，看书要爱护图书、轻拿轻放、不撕

书、不折书。 
亲子共读是孩子从听他人朗读到跟读，再到自己读自己讲，逐步提高自主阅读能力的过程。家长在

共读时，要有意识的引导孩子养成专注地倾听他人的朗读和讲述的习惯，再引导孩子在倾听中轻声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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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最后鼓励孩子独立地朗读和讲述，养成自己阅读自己讲述的习惯，不断地在阅读中获得进步和提高

自主阅读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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