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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紧密围绕绘本载体在大班幼儿品格教育中的创新应用，旨在深入探索如何利用绘本这一寓教于乐、

富有感染力的教育工具，全面推动幼儿在责任感、诚实、尊重等多个核心品格维度上的健康成长。绘本

凭借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角色塑造以及富含深意的寓意表达，已然成为品格教育领域中

不可或缺的有效载体。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的双重方法，不仅详细剖析了绘本在品

格教育中的具体应用策略，还精心设计了实施路径，并对教育成效进行了科学评估。本研究成果旨在为

幼儿园品格教育实践提供一套系统、可行的参考方案，以期助力广大教育工作者更有效地开展品格教育，

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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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losel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picture book carriers in character edu-
cation for preschoolers in large classes, aiming to explore how to use picture books as an educa-
tional tool that combines education with entertainment and is infectious, to comprehensively pro-
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preschoolers in multiple core character dimensions such 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honesty, and respect. Picture book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effective car-
rier in the field of character education due to their captivating story lines, vivid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profound symbolic expression. This study uses a dual approach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
tical exploration to not only analyze in detail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icture books in 
character education, but also carefully design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ed-
ucational effectivenes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feasible reference 
plan for the practic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order to assist educators in carry-
ing out character educa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
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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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作为幼儿接受系统性教育的初始阶段，其教育内容和质量对幼儿的人格塑造、价值观形成以

及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关键时期，幼儿不仅需要学习基础的知识和技能，更需

要在情感、社会性和道德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其中，品格教育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培养幼儿的良好品德、行为习惯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班幼儿正处于品格形成的关键时

期，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逐渐成熟，开始具备初步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这个阶段，幼

儿需要通过具体、生动的教育形式，获得关于诚实、尊重、责任感等核心品格的初步认知和实践经验。

然而，传统的品格教育方式往往过于说教和抽象，难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难以让幼儿真

正理解和内化品格教育的内容。绘本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幼儿文学形式，具有直观性、趣

味性、启发性和情感共鸣等特点，能够成为品格教育的有效工具。绘本通过生动的图画和简洁的文字，

将复杂的品格概念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形象，使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理解和接受品格教育

的内容。同时，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往往充满趣味性和吸引力，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阅读

兴趣，使他们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品格教育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探索绘本

载体在大班幼儿品格教育中的应用，以期通过绘本这一独特的教育工具，为幼儿提供更加生动、具体和

富有感染力的品格教育体验。通过绘本阅读，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他们的良好品

德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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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2.1. 绘本载体下品格教育的理论基础 

2.1.1. 品格教育理论 
品格教育理论强调个体品格的全面发展，认为品格是由认知、情感、行为等多个维度构成的综合体。

在大班幼儿阶段，品格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它为幼儿未来的道德发展和社会适应奠定了坚实基础。绘本

作为品格教育的有效载体，能够通过其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角色形象，帮助幼儿理解品格概念，激

发其情感共鸣，并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和实践品格行为[1]。这一理论为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指明了教育的目标和方向。 

2.1.2. 认知发展理论(以皮亚杰理论为例)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幼儿阶段是个体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幼儿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建构

自己的认知结构。在大班幼儿阶段，幼儿的认知能力逐渐增强，开始能够理解较为复杂的道德概念和情境。

绘本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符合幼儿认知发展的特点，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内化品格概念。同时，

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行为也为幼儿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促进了其认知与行为的协调发展。 

2.1.3. 社会学习理论(以班杜拉理论为例)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在个体行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幼儿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

其结果，可以学习到新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绘本作为幼儿接触和模仿的重要对象，其中的角色行

为和故事情节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观察学习材料。幼儿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模仿其中的

角色行为，从而逐渐内化并形成自己的品格行为。这一理论为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心

理学依据。 

2.1.4. 国际研究动态 
近年来，国际上对绘本品格教育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美国学者强调绘本在培养幼儿情感、社交

和认知技能方面的作用；英国则通过政府资助的项目推广绘本阅读，以促进幼儿的语言发展和品格培养。

这些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绘本品格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2. 绘本载体下品格教育的内涵解析 

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是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它充分利用绘本的独特魅力和教育价值，将品格教

育融入幼儿的日常阅读中。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注重幼儿对品格概念的认知理解，更强调情感的激发和行

为的引导。通过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行为，幼儿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品格的重要性，并在情感上产生

共鸣。同时，绘本还为幼儿提供了模仿和实践品格行为的机会，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品格准

则。在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中，绘本的选择至关重要。优秀的绘本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还能够激发幼

儿的兴趣和好奇心[2]。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发展需求和兴趣特点，精心挑选适合他们的绘本，并设计相

应的教学活动。此外，家园共育也是绘本载体下品格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长需要与教师密切配合，

共同为幼儿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和品格教育环境，确保教育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在绘本品格教育方面更注重个性化发展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例如，美国绘

本往往鼓励幼儿探索未知、勇于创新；而英国绘本则强调传统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传承。这些差异反映

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幼儿品格教育的不同理解和追求。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绘本品

格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综上所述，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以品格教育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通过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421


花玉蓉，邓乐深 
 

 

DOI: 10.12677/ae.2024.14122421 1346 教育进展 
 

心选择的绘本和相应的教学活动，旨在促进大班幼儿品格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模式不仅符合幼儿的发

展特点和教育需求，还能够为他们的未来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品格基础。 

3. 绘本在品格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绘本作为一种融合了图像与文字的幼儿文学形式，在品格教育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不

仅体现在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更体现在对幼儿认知、情感和行为发展的深远影响上。 
1) 直观性：绘本通过生动的图画和简洁的文字，将复杂的品格概念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形象。这种直

观性的呈现方式有助于幼儿理解和记忆品格教育的核心内容。对于大班幼儿来说，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

尚处于形象思维阶段，难以理解和把握抽象的概念和道理。而绘本通过图像化的方式，将诚实、尊重、

责任感等品格概念具象化，使幼儿能够在视觉上直接感知和体验这些品格的内涵，从而加深他们的理解

和记忆[3]。 
2) 趣味性：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往往充满趣味性和吸引力，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阅读

兴趣。这种趣味性不仅让幼儿在阅读过程中享受到快乐，更能够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到品格教育的过程中

来。通过绘本的趣味性，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品格教育的内容，避免了传统说教式教育可

能带来的抵触情绪。同时，趣味性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也能够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他们

全面发展。 
3) 启发性：绘本通过隐含的寓意和深刻的道理，引导幼儿思考、反思和自省。这种启发性是绘本在

品格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绘本往往通过简单的故事和角色经历，传达出深刻的品格道理和人生

哲理。幼儿在阅读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跟随故事情节的发展，思考其中的问题和道理，从而培养他们的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绘本中的启发性内容还能够引导幼儿反思自己的行为，促使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进，进而形成良好的品格习惯。 
4) 情感共鸣：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经历往往能够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使得幼儿

能够在情感上认同和接受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更加积极地践行品格规范。绘本中的角色往往具有鲜明

的个性和情感特征，他们的经历和情感波动很容易引起幼儿的共鸣。当幼儿在阅读过程中与角色产生情

感共鸣时，他们会更加关注角色的品格表现，更加深刻地理解品格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情感上的认

同和接受，有助于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践行品格规范，形成良好的品格行为习惯。 
综上所述，绘本在品格教育中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启发性和情感共鸣等独特价值。这些价值使得

绘本成为大班幼儿品格教育的有效工具，有助于促进幼儿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4. 绘本在品格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绘本在品格教育中的应用，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确保其有效性和针对性。以下是对这些策略的详

细阐述。 

4.1. 精心选择绘本 

选择适合大班幼儿的绘本是实施品格教育的第一步。这一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品格

教育目标。绘本应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传递诚实、尊重、责任感等核心品格价值。同时，绘本的故

事情节应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角色形象应鲜明、立体，能够成为

幼儿学习和模仿的榜样。通过精心挑选绘本，我们可以为幼儿提供高质量的品格教育素材，为后续的品

格教育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中国原创绘本《团圆》为例，这本书以春节为背景，讲述了小女孩毛毛

与外出务工归来的父亲短暂相聚又分别的感人故事，传递了亲情的温暖和家的意义。教师可以利用这本

书，引导幼儿感受家庭的重要性，学会珍惜与家人的相处时光，从而培养他们的感恩和亲情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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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设阅读情境 

为了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绘本中的品格寓意，我们需要创设与绘本内容相关的阅读情境。这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在角色扮演中，幼儿可以扮演绘本中的角色，亲身体

验角色的情感和行为，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品格的内涵。情境模拟则可以通过模拟绘本中的场景或情境，

让幼儿在真实或模拟的环境中学习和实践品格规范。通过创设这些情境，我们可以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

和认知理解，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品格教育[4]。在阅读《小蝌蚪找妈妈》时，教师可以准备

一些简单的道具，如小蝌蚪、青蛙等角色的头饰，让幼儿分角色扮演。通过情景再现，让幼儿更深入地

理解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同时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合作精神。 

4.3. 引导讨论与反思 

阅读绘本后，引导幼儿进行讨论和反思是品格教育的重要环节。这可以通过小组讨论或个别谈话的

方式进行。在讨论中，教师应鼓励幼儿分享自己的感受、想法和体会，让他们表达对绘本中品格寓意的

理解。同时，教师还应引导幼儿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品格表现，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品格发展方面的优

点和不足。通过讨论和反思，幼儿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品格的内涵和价值，促进品格的内化和外化。在

阅读《曹冲称象》后，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讨论曹冲是如何运用智慧解决问题的，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

启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也能像曹冲一样，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4.4. 家园共育 

品格教育不仅仅是幼儿园的责任，也需要家庭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因此，我们应积极与家长沟通合

作，共同为幼儿营造良好的品格教育环境。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定期召开家长会、分享品格教

育资源和经验、鼓励家长与幼儿一起阅读绘本等。在亲子阅读中，家长可以与幼儿共同讨论绘本中的品

格寓意，进行品格讨论和互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家长不仅可以增进与幼儿之间的情感联系，还可以共

同促进幼儿的品格发展[5]。幼儿园可以定期邀请家长参与“绘本故事会”，让家长与幼儿一起阅读中国

经典绘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鼓励家长在家中与幼儿分享自

己阅读绘本的感受和收获，增进亲子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精心选择绘本、创设阅读情境、引导讨论与反思以及加强家园共育等策略，我们可

以有效地利用绘本这一教育工具，促进大班幼儿在责任感、诚实、尊重等核心品格方面的全面发展。 

5. 实施路径与成效评估 

5.1. 实施路径 

为了将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有效地融入幼儿园的日常教学中，我们需要构建一条多元化、全方位

的实施路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主题教学融合：在幼儿园的主题教学活动中，我们可以围绕特定的品格主题，如“诚实与信任”、

“尊重与包容”等，选择与之相关的绘本进行深度解读和讨论。通过绘本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行为，引导

幼儿理解品格的内涵，并在实际生活中寻找相似的例子，进行模仿和实践[6]。以“诚信”为主题，选择

中国民间故事绘本《狼来了》进行教学。通过故事讲述和角色扮演，让幼儿深刻理解诚信的重要性，并

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言而有信。 
2) 区域活动渗透：在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我们可以设置与品格教育相关的游戏和任务，如角色扮

演区中的“诚信小超市”、美工区中的“制作感恩卡片”等。这些活动不仅能让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品格

知识，还能通过实际操作加深他们对品格行为的理解和体验。在美工区，教师可以提供中国元素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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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如水墨画纸、国画颜料等，让幼儿创作与诚信相关的主题画，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以此

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和诚信意识。 
3) 日常生活融入：品格教育不应仅限于特定的教学活动，而应渗透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在

餐点时间，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学习分享和轮流；在午睡时间，可以教育幼儿尊重他人的休息空间。通过

这些日常小事，我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良好品格。 
4) 家园共育推进：家园共育是品格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家长讲座、分享

会等活动，向家长介绍绘本品格教育的理念和方法，鼓励家长在家中与幼儿一起阅读绘本，进行品格讨

论和实践。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家园联系册、微信群等方式，及时与家长沟通幼儿在园中的品格表现，

共同为幼儿的品格发展助力。 

5.2. 成效评估 

为了确保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能够持续有效地推进，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全面的成效评估体

系。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观察记录：教师可以通过日常观察，记录幼儿在品格行为方面的表现，如是否诚实守信、是否尊

重他人等。这些记录可以为后续的评估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 
2) 问卷调查：我们可以设计针对幼儿和家长的问卷，了解他们对绘本品格教育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

以及幼儿在品格行为方面的变化。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教育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3) 访谈：除了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幼儿和家长对绘本品格教育的看

法和感受。访谈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幼儿内心的想法和变化，为评估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4) 反馈与分析：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后，我们需要对评估结果进行反馈和分析。通过对比不同时间

段的评估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幼儿在品格发展方面的进步和不足，以及教育策略的有效性。根据分析结

果，我们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教育策略，确保品格教育的持续有效推进。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实施路径和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我们可以将绘本载体下的品格教育

有效地融入幼儿园的日常教学中，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深入研究了绘本作为教育载体在大班幼儿品格教育中的应用。通

过结合中国绘本案例，我们详细阐述了绘本在品格教育中的具体应用策略和实施路径，旨在为幼儿园教

师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建议。同时，通过拓展文献综述，我们关注了国际上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并

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研究结果表明，绘本凭借其直观性、趣味性、启发性和情感共

鸣等特点，在促进幼儿品格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精心选择适合中国文化的绘本、创设丰富的

阅读情境、引导深入的讨论与反思以及加强家园共育，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绘本这一教育工具，推动

幼儿在责任感、诚实、尊重等核心品格维度上的健康成长。此外，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绘本品格教育各具特色。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

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创新绘本品格教育的方法和路径，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综上所述，绘本作为品格教育的有效载体，在大班幼儿教育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期待未来能有

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绘本品格教育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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