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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时期是培养幼儿阅读能力的关键期，亲子阅读是幼儿阅读的重要途径。但在亲子阅读过程中发现家

长对阅读价值认识、阅读环境创设、阅读材料选择、阅读策略实施四个方面还存在问题。基于钱伯斯阅

读循环圈理论，建议家长正确认识亲子阅读价值，树立科学阅读观；创设良好家庭阅读环境，营造亲子

阅读氛围；理性选择阅读材料，满足幼儿兴趣和需要；加强阅读指导策略，强化阅读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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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is the key period to cultivate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ldren to rea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t is found 
that parents still have problems in four aspects: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value, creating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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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choosing reading materials and implementing rea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Cham-
bers’ reading cycle theory,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par-
ent-child reading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view of reading; create a good family reading environ-
ment and create a parent-child reading atmosphere; rationally select reading materials to meet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needs; strengthen reading guidance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 reading in-
ter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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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1]。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

[1]。2017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鼓励学龄前儿童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积极开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等，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幼儿时期是培养儿童阅读

能力的关键期，亲子阅读是培养和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2]。早期阅读作为个体养成阅读习惯、

提升阅读质量的初始和关键阶段，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阅读推广战略，对于构建新时代下的社会文明

体系具有决定性作用[3]。 

2. 钱伯斯阅读循环理论与亲子阅读 

2.1.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艾登·钱伯斯提出了阅读循环圈理论，该理论提出阅读全过程由“选书”“阅读”

“回应”“有协助能力的大人”四个阶段形成。该阅读循环圈并非简单重复和完全封闭的，而是呈螺旋

上升状态。“选书”指选择正确的书籍，这是阅读活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幼儿来说，绘本数量充足

性、内容的适切性、摆放位置的适宜性等都是在选择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阅读”强调幼儿在阅读

过程中语言表达、注意力、逻辑思维等方面得到锻炼和发展。 “反应”即关注幼儿在阅读时的反应，观

察幼儿在阅读过程中示范表现出愿意读、乐于读、喜欢读等反应。“有能力的阅读者”是阅读循环圈理

论的中心，强调一位有经验的成年阅读者在幼儿阅读过程中提供示范和支持的重要性。 

2.2. 亲子阅读 

20 世纪 60 年代，新西兰教育学家霍德威等研究者首次提出“亲子阅读”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

在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中，成人和儿童通过游戏的形式对同一本书展开阅读，并强调亲子阅读的主要目

的不是为了学会识字和增加词汇量，而是以游戏的形式展开活动[4]。周兢在其著作《早期阅读发展与教

育研究》中将亲子阅读定义为：母亲和孩子围绕图画故事书展开讨论、交流的一种分享性、个别化的阅

读活动[5]。季燕认为，亲子阅读是在轻松、愉快的亲密气氛中，父母和儿童共同阅读图书的一种活动，

该活动是类似于游戏的活动，并从亲子阅读的主要成员、主要材料、主要途径、主要目的四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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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6]。本研究将幼儿亲子阅读定义为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家长与幼儿共同开展阅读的一种游戏式活

动。 

3. 家庭亲子阅读的主要困境 

在教育生态场域中，家长作为幼儿最直接的影响者，其阅读素养影响着亲子阅读效果。亲子阅读以

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不仅能增进亲子感情，还有助于幼儿思维、创造、想象等方面的发展，为今

后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家庭亲子阅读在开展的过程仍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3.1. 亲子阅读价值认识的全面性有待提高 

家长对亲子阅读价值认识的不全面性影响着亲子阅读开展的效果。 
一方面，家长对亲子阅读价值认识表现出“唯工具论”，即家长将亲子阅读视为提升幼儿识字量的

工具。由于家庭成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教养观念等，大多数家长对阅读的家长产生了偏差，仅关注亲子

阅读促进识字、词汇量等智育价值，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而忽视了亲子阅读度幼儿社会性、想象

力、专注力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家长对亲子阅读价值认识表现出“无意义论”，即认为亲子

阅读对家长来说是负担，于 3~6 岁的儿童而言更是无意义。这类家长忽视了亲子阅读对增进亲子关系、

促进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 

3.2. 家庭亲子阅读环境创设的适宜性亟待加强 

良好的阅读环境是个体投入阅读的重要条件。创设适宜的阅读空间和安排合理的阅读时间有助于亲

子阅读的有效开展。 
首先，在阅读空间方面，受到家庭经济收入的客观条件影响，目前部分家庭无条件为幼儿安排专门

的阅读空间。研究发现，20%的家庭没有固定的亲子阅读场所，52%的家庭在床上进行亲子阅读，22.4%
的家庭在家中客厅、饭桌等公共空间进行亲子阅读[7]。在家庭公共区域进行亲子阅读，幼儿易受到其余

人员、噪声等外界刺激的干扰，从而影响幼儿深度阅读的持久性和阅读亲子阅读的效果。其次，在阅读

时间的安排上，由于家长工作时间、工作任务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亲子阅读时间难以固定下来。此外，

受到家长自身因素影响，如不爱看书、工作太累等，则导致亲子阅读时间不充足，幼儿难以在较短的亲

子阅读时间内得到较好的发展。 

3.3. 亲子阅读材料选择的适宜性亟需关注 

阅读材料是亲子阅读开展的关键条件，适宜的阅读材料是保障亲子阅读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其一，阅读媒介电子化。随着多媒体的发展，通过手机、电脑、平板等媒介开展亲子阅读越发常见，

幼儿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对身体健康发展有所影响。其二，亲子阅读材料数量较少。我国幼儿教育专家徐

琴调查了深圳、浙江等城市共 340 个家庭的早期阅读情况，研究发现，有的家庭拥有 3 本幼儿图书，最

多的家庭拥有 232 本，其中拥有 10 本以内幼儿图书的家庭大约占 20%，约 15%的家庭拥有 50~100 本幼

儿图书。整体看来，家庭中绘本材料数量的充足性有待加强[8]。其三，阅读材料内容缺乏适宜性和丰富

性。在阅读材料的选择过程中，家长发挥着较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多以自身经验进行单方面选择，而

忽视了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同时，由于缺乏对学前教育的专业性，部分家长在购买绘本的过程中，存在

盲目听从导购或其他家长的推荐，可能造成绘本内容不适合学前儿童或幼儿不感兴趣的情况。 

3.4. 家庭亲子阅读策略的多样性有待提高 

家长对亲子阅读价值认识、环境创设、材料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家庭亲子阅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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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在亲子互动性和阅读角色投入两个方面存在不足。 
其一，单一的阅读方式和策略阻碍着亲子阅读的有效开展。亲子阅读是父母和幼儿两个主体的双向

互动，阅读过程中父母和幼儿的互动不足会影响幼儿阅读的积极性和专注性。而当前，较多家长将亲子

阅读等同为家长单方面讲故事，仅专注于复述绘本中的文字，且在提问方面表现出两个极端，即在阅读

过程中不提问或不间断提问。此外，还表现出阅读无延伸的情况，即没有将绘本所表达的主旨进行升华，

给予幼儿思考、想象的机会，不利于幼儿阅读思维的发展。其二，亲子阅读角色投入不对称。王静针对

父亲参与亲子阅读状况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父亲与孩子无固定共读时间；只有约 10%的家庭，其父

亲与儿童每日共读时间奖金 30 分钟，而只有在睡觉前或周末才有时间参与亲子阅读的父亲占比约 75% 
[9]。可见父亲参与亲子阅读的时长和频次有待提高。而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的互动型、可及性和责任

性越高，学前儿童早期阅读兴趣越高[10]。较母亲而言，父亲参与亲子阅读对幼儿发展的作用表现出特殊

性和难替代性。因此，在亲子阅读过程中，对父亲和母亲参与度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二者在亲子阅读过

程中参与时长、频率等适宜，是提高幼儿阅读兴趣和阅读质量重要方法。 

4. 家庭开展亲子阅读的策略 

基于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提出的“选书”“阅读”“回应”“有能力的协作者”阅读四阶段，结

合家庭亲子阅读的主要困境，提出家庭开展亲子阅读的策略。 

4.1. 正确认识亲子阅读价值，树立科学阅读观 

亲子阅读的价值表现出多样性，对幼儿认知、思维、想象、社会性等多方面都有促进作用，而不仅

仅表现在“阅读识字”的智力价值。 
一方面，家长应调整自身心态，去除认字识字、成绩论的错误学习观，而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幼儿，

秉持科学、正确的儿童观、学习观，正确看待亲子阅读，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调整“阅读识字

多、阅读无意义”的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家长应多参与幼儿园、社区等组织开展的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和作用，

慢慢发现和探索阅读对幼儿身心各方面的促进作用，从而调整错位认识，树立科学的阅读观。 

4.2. 创设良好家庭阅读环境，营造亲子阅读氛围 

轻松温馨、舒适惬意且不是童趣的阅读环境是吸引幼儿参与亲子阅读的重要条件。良好的家庭阅读

环境，有助于幼儿形成阅读意识和养成阅读习惯。 
一方面，在阅读空间的选择上，应考虑空间的开阔性和适宜性。家长可与幼儿进行商量，选定家中

适宜的区域用做阅读区，并对阅读区进行合理布局。对书架摆放位置、亲子共读区域的大小、阅读区的

采光等因素进行考虑，以保证阅读区的温馨、舒适、安全。同时，由于幼儿注意力时间较短，因此灵活

调整阅读区的布局及增添新奇有趣的物品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选定固定的时间段开展亲子阅读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阅读习惯。家长与幼儿共同商定而

成的阅读计划是保障亲子阅读成功开展的外部条件，固定阅读的频次与时长，如固定每天中午午睡和晚

上睡觉前，开展约 20~30 分钟的亲子阅读。此外，还可以根据家庭成员工作时间、人员数量等灵活增添

亲子共读的次数和时间。 

4.3. 理性选择阅读材料，满足幼儿兴趣和需要 

科学的亲子阅读价值观和适宜的亲子阅读环境是开展亲子阅读的重要条件，适宜的阅读材料是亲子

阅读开展的基础。阅读材料是否适合幼儿，能否促进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是亲子阅读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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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科学听取他人意见，避免盲目跟风。大部分家长意识到了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但缺乏专业的

学习与了解，在选择阅读材料时无从下手，最终出现盲目跟风的情况。因此，家长在选择阅读材料时应

考虑幼儿的个性需求，同时，可与幼儿园教师、幼儿专家等专业性教育者进行沟通与交流，以确保阅读

材料的适宜性。 
其二，阅读材料应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兴趣和需要。首先，数量适宜，避免家中绘本数量过多，幼

儿看不完的情况；同时也应避免阅读材料数量过少，仅有几本而进行反复阅读。其次，质量过关。一方

面，阅读材料色彩鲜艳可以刺激幼儿的视觉神经，促进其感官发展；另一方面，画面清晰有利于幼儿在

阅读时对画面内容进行仔细观察，促进其观察力和想象力的发展。最后，内容贴切。内容贴切即要求富

有幼儿情趣，适合儿童的理解水平，贴切幼儿日常生活。 
其三，阅读材料应富有教育性。阅读材料主题丰富，涉及习惯养成、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

育等多个主题。阅读材料的教育性功能是促进幼儿认知、道德、社会性、情感等方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如《牙婆婆》引导儿童保护牙齿，《胡萝卜的旅程》帮助幼儿了解消化系统。《生气汤》、《我变成一

只喷火龙了》等有助于幼儿认识情绪和控制自我情绪。 

4.4. 加强阅读指导策略，强化阅读互动性 

“有协助能力的大人”指在值得信赖的、有经验的成年阅读者的支持和示范之下，阅读者能克服阅

读过程中的一切障碍，通常“有协助能力的大人”是父母和教师。然而，家长的在亲子阅读过程中的提

供的阅读指导质量有待提高。因此，提升亲子共读中家长的能力成为了促进亲子阅读质量的题中之义。 
首先，注重游戏体验，在适度表演中拓展阅读深度。好奇、好动、爱探索是幼儿的天性，而游戏是

幼儿发现世界的重要方式。在亲子阅读中，以表演的形式开展阅读，增添阅读的趣味性，有助于提升幼

儿阅读的专注力和兴趣。一方面，家长在阅读时应尽量让自己语音语调高低起伏，肢体动作夸张等，吸

引幼儿阅读的兴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游戏形式，加深 阅读趣味性。如家长可引导幼儿根据故事内容

做出相应动作、表情等，在游戏中，不仅锻炼了幼儿肢体协调性，还促进其言语、思维等多方面发展。 
其次，注重思维启发，在适当对话中增强阅读自信。在亲子阅读开展过程中，结合阅读材料自身的

教育性，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启发幼儿思维，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一方面，通过适当对话启发幼儿思

维。家长应将自己置于与幼儿平等的位置，交流互动时以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身份进行，多使用简短性、

提示性的言语进行互动，且使用反问式、理解式提问等开启互动。另一方面，家长可与幼儿一起对故事

内容展开讨论，对结局进行大胆猜想，或鼓励幼儿改编、续编故事，以培养幼儿开放性和创造性思维。 
最后，强调父亲参与，在适宜情景中促进阅读质量。父亲参与教养的作用是母亲无法替代的。研究

表明，在儿童语言获得方面，父亲更敏感于幼儿语言数量和质量的发展情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父亲

更倾向于用多样化的词汇和长句，这有利于儿童语言更高水平的发展[9]。因此父亲参与亲子阅读对幼儿

阅读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父亲应抽出时间参与亲子阅读，执行家庭亲子阅读计划，与幼儿形成

固定的、充足的父子阅读时间。其次，父亲应主动学习和了解亲子阅读的方式、策略等，从而促进父子

阅读的质量。最后，父亲应充分利用自身勇敢、坚毅、冒险探索等特质对母亲的温柔、保护性等性格特

征进行补充，从而在亲子阅读中引导幼儿形成用于探索，敢于冒险的精神，促进幼儿人格的发展。 

5. 结论 

综上，由于家庭教育的启蒙性、长期性、渗透性等特点，开展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幼儿生活与学习顺

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亲子阅读不仅能促进幼儿的语言、思维、社会学等方面的发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和自主阅读能力，还能有助于增进亲子感情，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发展。由此，家庭亲子阅读在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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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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