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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绘本”对幼儿发展的价值 ①

李春光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教育与管理系，北京１００１０２）

摘　要：“绘本”是２１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对幼儿的发展具有多元价值。从幼儿与成人的不同角度来看，绘本
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主要分为“娱乐”和“教育”两大类。娱乐价值主要在于通过阅读绘本帮助幼儿感受快乐、享受幸福，

使其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教育价值则是通过将绘本有效运用幼儿园的五大领域教育活动中，帮助幼儿获得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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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下“最时髦、最流行”的幼儿读物，绘本兼具画面精美、故事风趣、色彩丰富、寓意深刻等优

点。虽然我们对“绘本”的认识仍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和统一的理论概念，但与一般的文字印刷后再加

上一些插图的幼儿读物相比，绘本更强调图文之间的内在关系，好的绘本讲究图文合奏性，更注重运用

图画去讲故事。对于识字不多的幼儿来说，能从绘本的图画中去感受和理解故事，获得积极愉快的情感

体验是绘本深受幼儿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绘本对幼儿情感、态度、语言、审美、想象力、创造力等

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也受到了家长和教师们的青睐，在家庭和幼儿园中广泛使用，成为亲子

阅读、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源。绘本对幼儿发展价值表现多方面，但如果从幼儿与成人的角度来

看，绘本对幼儿发展的所有价值都可归为两类，即娱乐价值与教育价值。

１　感受快乐、享受幸福的娱乐价值
绘本作为一个儿童的恩物，不是拿来学习东西的，而是用来感受快乐的。从幼儿的角度来说，绘本

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让幼儿获得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满足幼儿精神上的自由发展，正如有的研究者指

出：“应该让幼儿像享受游戏的快乐那样去享受阅读绘本的快乐。”

优秀的绘本在创作时就会从诸多方面去考虑幼儿的年龄和接受特点，赋予作品童真和童趣，幼儿在

阅读时无需太多思考，却总能被诙谐幽默的情节、搞笑夸张的造型逗得开怀大笑。如《母鸡萝丝去散

步》，这本绘本之所么经典，那么受幼儿喜爱，就在于作者巧妙地运用图文关系构思了独特的故事情节，

文字讲述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而图画则讲述了狐狸追逐猎物却屡屡受挫的故事，甚

至作者还精心地设计了幼儿发笑的时机，每当这只倒霉的狐狸快要吃到母鸡却没吃到，还总受伤时，这

些恶作剧式的环节设置总会让幼儿情不自禁地发笑［１］。也许在大多数成人眼里《母鸡萝丝去散步》这

本绘本并不讨喜，文字甚少，情节幼稚，主题蕴含也够丰富，但为什么幼儿却会甘之如饴？是因为大多数

成人总喜欢带着“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绘本，总觉得好绘本就应该让我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或道理，所以

很难感受到绘本所传达的“幽默”和隐藏的“惊喜”。而幼儿总是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阅读绘本，在阅

读过程中幼儿会设身处地体会绘本作品中角色的行动、际遇和感觉，因此幼儿在阅读绘本时比成人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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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获得各种真、善、美的感受。所以从幼儿的角度来说绘本并无特别的用处，能让幼儿感受快乐、享受幸

福就是绘本对幼儿发展的最大价值［２］。

２　提高能力、促进发展的教育价值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

富和优美……”，绘本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幼儿文学艺术形式，兼具艺术性、文学性与教育性等特点，正

好与《纲要》所提出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谋而合，被广大幼儿园教师视为各领域教学活动不可或缺

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需从幼儿的五大领域去探讨绘本的教育价值。

２．１　健康教育的价值
《纲要》在健康领域的教育目标上首先要求幼儿能够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而幼儿在阅读

绘本时身心处于放松的状态，他们总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享受阅读绘本的乐趣，还可以从绘本中学习调

整和抒发自己的不良情绪，这对于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绘本还可以用于健康教育活动中让幼儿更直观地感知健康教育的内容，培养幼儿的健康意识，促进

幼儿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可爱的身体》系列绘本就运用了生动活泼的语言为幼儿揭开身体的

奥秘，通过阅读幼儿可以获得丰富的健康知识；而经典绘本《鳄鱼怕怕牙医怕怕》则运用了诙谐的对比

文字，幽默地刻画出了鳄鱼和牙医对立的矛盾心理，其主题非常明显，连鳄鱼都知道应该经常刷牙，更何

况幼儿呢？可见，绘本在促进幼儿的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２．２　语言教育的价值
绘本对于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的价值，一直是国内外早期阅读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表明，对绘本具

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的幼儿，在语言理解、词汇量、表述能力以及阅读兴趣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那些对绘本

缺乏阅读经验的幼儿。可见，绘本在幼儿园的语言教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大部分绘本是由文字和图画共同构成的。好的绘本，图画占主导地位，对于还处在形象思维阶段的

幼儿来说正好可以借助图画支持，把绘本中相对零碎的语言文字与各种形象联系起来去体验、理解和想

象，而这种体验、理解和想象是幼儿语言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幼儿日后把自己的经验和印象

置换成“东西”———语言，并运用它形象化地进行表述的能力的基础［３］。

在以图画为主要载体的绘本中，文字既要力保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受到相当严格的约束。因此，绘

本的文字要求简洁形象、生动规范，幼儿在阅读绘本时，出于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自己

不熟悉的新词汇会格外敏感，并立刻询问教师其意思，随着不断的积累，幼儿的词汇量自然就得到丰富。

另外，很多优秀的绘本在创作时都采用了诗化的语言，如《勇气》像一首俏皮的格言诗，《我爸爸》像一首

温馨的儿童诗，《月亮的味道》像一首奇幻的童话诗，《花婆婆》则像一首叙事散文诗，还就为幼儿学习普

通话和书面语提供绝佳的范本。

在共读绘本的过程中，幼儿总会就画面发表看法，并积极地与他人分享，在这种不断的倾听与交流

中，幼儿会自然地积累丰富的体验和大量的素材，这对他们更流利的进行表述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

用。研究也表明，就讲述同一本绘本，喜欢阅读，经常阅读绘本的幼儿要比不爱阅读、缺乏阅读的幼儿讲

述更为丰富、更流畅［４］。

２．３　社会教育的价值
《纲要》对培养幼儿社会方面的目标涉及自信心、互助、合作、分享、遵守行为规则、爱父母长辈等方

面，而很多绘本的内容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幼儿的现实生活，幼儿在阅读时需要调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

故事中所展现的世界，并在与绘本故事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我，学会与人相处，扩充自己的

生活经验，理解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获得多方面社会能力的发展。

幼儿可通过阅读《小猪变形记》《我喜欢自己》《大脚丫跳芭蕾》等绘本，增强其自我认识，形成自信

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可通过阅读《雪中的朋友》《小老鼠和大老虎》《南瓜汤》等绘本，学习如何建立

友谊、珍惜友谊，促使幼儿形成合作、分享、理解等亲社会行为，学会与人相处的能力；可通过《大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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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卫上学去》《红绿灯眨眼睛》等绘本提高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帮助幼儿形成自觉遵守各种社

会行为规范的态度；还可以通过阅读《我爸爸》《我妈妈》《猜猜我有多爱你》等绘本来增进幼儿对父母

长辈的热爱之情，提升亲子的感情等。在促进幼儿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绘本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幼儿在阅读绘本时，已经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２．４　科学教育的价值
从《纲要》可看出幼儿园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幼儿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由于幼儿科

学的特性和幼儿本身知识经验的局限性，使得幼儿无法向成人那样直接接受纯粹的“科学知识”，如果

我们单纯地教幼儿孤立的僵化的科学知识，就违背了《纲要》的目标理念，在幼儿阶段，与教科学知识相

比，发展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更重要。

好的绘本通过将简洁生动的语言和精致唯美的画面相结合，并将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自然融入其

中，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帮助幼儿获取科学知识。如《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就是一本兼具趣味性和知识

性的好书，通过幽默有趣的故事情节带领幼儿认识各种动物的大小便，满足其好奇心，获得有关动物大

小便的正确常识；而《首先得有一个苹果》则将枯燥乏味的数字融入了形象生动的故事，以一种既好玩

又有趣的方式表达了数字的概念，但作者的匠心并不止于单纯引导幼儿进行数量认识，在故事情节背后

还隐藏着比较和加减的概念。很多教师都苦于如何将枯燥的科学知识教给幼儿，绘本则可以作为一种

良好的媒介帮助教师有效开展科学教育活动。

２．５　艺术教育的价值
著名的绘本阅读推广人阿甲老师曾说过：“优秀的绘本往往是美丽的，而且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

它们展示了不同艺术家的风格，还有对艺术的崇高追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绘本是文学

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通过阅读绘本能激发幼儿的“美感“，启发幼儿去感受美、欣赏美，并以自己的方式

去创造美，具有丰富的审美教育价值。

绘本就像是一座小小的“艺术馆”，可以帮助幼儿感受不同的绘画风格，如抽象派风格的《小蓝和小

黄》、油画风格的《爷爷没有穿西装》、涂鸦风格的《大卫不可以》、蜡笔风格的《幸福的大桌子》、版画风

格的《讨厌黑夜的习奶奶》等，还可以通过引导幼儿感受线描、重彩、淡彩、透视、黑白对比等艺术表现手

法，丰富幼儿的绘画经验。另外，绘本在构图、色彩、线条、造型等方面都经过作者精心的设计，以色彩为

例，色彩的冷与暖、轻与重、浓与淡等运用都会赋予绘本不同的表情与风格，这有助于提高幼儿对不同色

彩的感知能力。也许有人会说，幼儿太小，根本不懂这些，但可以肯定的是，幼儿对绘本非常喜爱，非常

着迷，如果对美好的艺术品发自内心的喜爱，“懂”或“不懂”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绘本就像是一座带领

幼儿通向艺术殿堂的桥梁，可以潜移默化地让幼儿获得有关艺术的多方面知识，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提高幼儿对美的欣赏能力，还能激发幼儿创造美的热情。

虽然绘本对幼儿来说更主要的是让其感受快乐，体验幸福，但幼儿园教师如果可以善加引导和有效

利用的话，可使幼儿的感受更为深刻。当然，在教师运用绘本开展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活动时，要尽量避

免对绘本进行“人为意义”上的目的开掘，减少“功能化”“模式化”“过度诠释”等误区，一切立足于幼儿

立场，让幼儿从绘本教育活动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心灵慰藉，正确发挥绘本对幼儿发展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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