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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4~6岁学前儿童的阅读现状展开探讨分析，在众多影响幼儿词汇发展水平的家庭亲子阅读

环境因素中，本研究选取某幼儿园中的152名4~6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由幼儿园教师发

放给家长进行填写，并配合访谈，目的是了解被测儿童的家庭阅读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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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ading statu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4~6. Among 
th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level of young children in the family par-
ent-child reading environment, 152 children aged 4~6 in a kindergarte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by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parents 
for filling out,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ading environment of 
the tested children in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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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期阅读可以培养儿童对于阅读本身的兴趣，在之后进入到学龄期时，即使语文或其他课程中选用

的文章趣味性很强，儿童也容易产生厌烦和排斥心理。这一方面是由于儿童对于课堂学习本就具有抵触

心理，另一方面是由于成人选用的文章题材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兴趣所在。而在学龄前阶段就开始有意

识地引导他们阅读，不但能够使他们获取知识，还能够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使儿童渐渐克服生理给自

身带来的局限性，从而保持自身一定的专注力与耐心。 

2. 儿童学前阅读重要性 

学前儿童阅读是指儿童在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之前，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接触、理解和欣赏文字和图

像的过程，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有效提升词汇量、语法理解和表达能力，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语言基础，并且通过阅读，儿童可以培养观察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儿童形成全面、客

观的世界观至关重要[1]。此外，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蕴含丰富的情感和价值观，因此儿童在阅读中可以接

触到多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情感态度和社会性。 

3. 儿童学前阅读调研 

学前儿童家庭基本情况 

首先，本研究对 152 名学前儿童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儿童的年龄、性别等情况如表 1。在本

次研究开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先与被测的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取得联系，在家长和教师及幼儿本人都

同意的情况下，让符合条件的儿童参与研究过程，接着，给选中儿童的家长们下发知情同意书，在征得

幼儿家长同意后，将家庭语言环境调查问卷发放给被测幼儿的家长，由各班级的教师协助发放和收回，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在各班级教师的协助下，完成对所选中幼儿的一对一儿童词汇能力测试。 
 
Table 1. Age and sex of preschool children 
表 1. 学前儿童年龄与性别 

年龄段 总人数 性别(男/女) 平均年龄 标准差 

4 43 22/21 4.03 0.14 

5 58 38/20 4.98 0.19 

6 51 26/25 6.02 0.12 

 
在被测家庭中，在总的家庭数量中，独生子女家庭占的比例为 62.5%，非独生子女家庭仅占 37.5%。

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占了绝大多数，整个家庭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没有孩子的家庭要多。87.4%
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是父母执行的只有 12.6%是其他世代，例如爷爷奶奶抚养的。从中可以看出，当代父母

对子女成长的关注，使他们认识到父母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调查结果如下；如图1所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下：高中/中专学历仅占总数的15.9%，大专学历占13.4%，

大学学历占 42.2%，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28.5%。总的来说，超过一半的父母受过大学教育。图 2 将父母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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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为 5 类。父亲的职业是：行政人员占的比例为 12.3%，公司员工 35.6%，自由职业者 21.2%，个体户

17.5%，从事其他行业的为 13.4%；母亲的职业为：行政机关职员 9.6%，公司员工 28.8%，自由职业者 32.3%，

个体户 19.6%，从事其他行业的为 9.7%，可以看得出，家长的职业分布较广，以公司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为

主，工作稳定和有自己的事业为主。从家庭月收入的扇形图(图 3)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被调查的家庭中，

月收入在 6001 元以上的家庭占比 72.1%，家庭经济收入总体水平较高，家庭物质条件比较富足。 
 

 
Figure 1. Parental literacy 
图 1. 家长文化程度 

 

 
Figure 2. Parental occupation type 
图 2. 父母职业类型 

 

 
Figure 3.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图 3. 家庭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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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亲子阅读现状分析 

4.1. 家长对儿童词汇发展能力的态度 

从图 4 中父母对孩子词汇发展能力的态度可以看出，86.2%的父母认为孩子的词汇能力在亲子交流和

阅读使用中逐渐提高。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家长对儿童词汇发展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也是研究者感到

欣慰之处。然而，9.64%的家长仍然认为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们的词汇能力会提高，4.16%的家长认为孩

子的词汇能力与亲子阅读无关。态度就是一切。父母教育观念的类型对学前儿童的词汇能力的发展有很

大的决定影响因素。如果父母能正确理解词汇的发展对于孩子来说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这类型的父

母自然而然地会对孩子的词汇发展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可以为其提供积极的建议。 
 

 
Figure 4.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图 4. 家长对儿童词汇发展能力的态度 

4.2. 家长对家庭亲子阅读的态度 

从图 5 可以看出，家长对亲子家庭阅读的态度，67.58%的家长对亲子阅读有了更好地理解，认为亲子

阅读是一个父母和孩子分享的过程，包括阅读、词汇表达、认识图片的沟通和反馈。9.25%的家长对亲子阅

读不太重视，认为家中亲子阅读远远不如幼儿园教师的教学，儿童阅读应以幼儿园教育为主；8.63%的家长

阅读基于主观假设的亲子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单词和图像，14.54%的家长认为父母在家庭亲子

阅读过程中起到了支持作用。从以上不同学者的不同角度来看，50%以上的家长对亲子阅读有正确的态度，

有利于亲子阅读的提升和不断完善。一些家长缺乏亲子阅读的认知，甚至认为阅读只是为了字符识别，不

利于亲子阅读词汇能力的发展，在这种误区的指导下，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4.3. 家长在亲子阅读中使用语言类型 

在亲子家庭阅读中，从图 6 中父母在亲子阅读中使用的语言类型可以看出，大多数父母选择使用普通

话进行交流和沟通，占总人数的 71.71%，19.08%以互动的方式使用普通话和方言。9.21%的人完全使用方

言。通过访谈调查，发现使用普通话的父母，大多数学历较高，这表明随着父母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的

教育也会倾向于用普通话与孩子交流。 

4.4. 学前儿童阅读数量 

从图 7 可以看出学前儿童阅读书籍数量的家庭比例，购买适合学前儿童阅读的书籍 15 本或更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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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12.64%；书籍 16~30 本的家庭比例为 26.26%；书籍 31~45 本的家庭比例占 39.17%，46 本及以上家

庭占 21.93%。总的来说，父母更有动力为学前儿童购买书籍，购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只有少部分父母对

购买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不感兴趣。儿童读物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父母对亲子阅读的态度上

可以看得出来。 
 

 
Figure 5.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parent-child reading at home 
图 5. 家长对家庭亲子阅读的态度 

 

 
Figure 6. Types of language used by parents in parent-child reading 
图 6. 家长在亲子阅读中使用的语言类型 
 

 
Figure 7.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in the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preschool children 
图 7. 学前儿童阅读书籍数量家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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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前儿童阅读统计 

从表 2 的亲子阅读统计汇总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学前儿童家庭中，从每一次亲子阅读时间投入来

看，13.82%的父母在 10 分钟内投入到亲子阅读时间，28.29%的家长在亲子阅读时间上投入 10~20 分钟，

41.45%的家长在亲子阅读时间上投入 20~30 分钟，16.45%的家长在亲子阅读时间上投入 30 分钟以上。

从阅读时间的投入来看，大多数家长对亲子阅读时间有很好地了解，愿意花时间与孩子一起阅读和交流。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家长对亲子阅读的耐心和认真细致程度，亲子阅读时间太短，效果难以体现；

亲子阅读时间太长，容易使孩子失去兴趣，降低阅读参与度。 
 
Table 2. Preschool parent-child reading statistics 
表 2. 学前亲子阅读统计 

每次亲子阅读时间投入 

10 分钟及以内 13.82% 

10~20 分钟 28.29% 

20~30 分钟 41.45% 

30 分钟及以上 16.45% 

亲子阅读交流的频率 

不交流 9.87% 

偶尔交流 38.16% 

经常交流 28.29% 

一直都沟通交流 23.68% 

亲子阅读的侧重点 

单纯性认字识图 11.84% 

讲故事式，和孩子不互动 21.05% 

结合孩子的日常表现，提问式沟通 29.61% 

对于孩子遇到语言和词汇等问题，进行解答和互动 37.50% 

 
从亲子阅读交际的频率可以看出，亲子阅读中，父母和孩子不进行交流的比例为 9.87%，偶尔交流的

比例为 38.16%。定期沟通和始终能够沟通的比例分别为 28.29%和 23.68%。由于家长平时工作较忙或者

其他事情要处理，所以在亲子阅读中，家长和孩子交流的并不频繁，同时进行调查的家庭中的开展次数

较多，父母关于亲子阅读被认为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教育活动，有些家庭有好的习惯与计划，就是把亲子

阅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固定部分。这将对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阅读习惯起到重要作用。从亲子

阅读的角度来看，一些家长认为亲子阅读更多的是学习知识，更加注重识字和阅读，用奖励机制来让儿

童进行认字和图片的识别；有些是讲故事式阅读，仅仅是自己在阅读绘本内容，并没有与孩子互动的意

识和观念，而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亲子阅读；有的一些家长重视结合孩子的日常表现，与孩子进行提问式

的交流沟通；有些家长注重理解语言和词汇的含义，对孩子的问题迅速做出反应，并与他们及时互动。

在单词识别和故事叙述方面，未与孩子互动的父母分别占 11.84%和 21.05%。而互动的父母占 67.11%。

总之，大多数家长的共同点是，他们非常关注亲子阅读中的互动。从整体来看，父母在亲子阅读中更注

重交际，在亲子阅读中更注重互动交际。这将极大地促进儿童词汇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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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建议 

5.1. 使用普通话 

学前儿童的父母应避免使用儿童不成熟的语言进行交流，这将给学前儿童学习常规词汇带来困难，

不利于儿童词汇能力的发展。同时，4~6 岁学前儿童家长要注重儿童语言的规范性和丰富性，在与儿童交

流时时刻注意交流方式与表达方式，创设良好谈话氛围。和儿童谈话时善于倾听，学龄前儿童家长在与

儿童交流时，应注意儿童语言的正确性和多样性，始终注意沟通效率和表达形式，营造良好的交谈氛围。

和孩子们交谈时要学习倾听孩子的建议和心声。当孩子的句子不完整时，要注意补充和发展孩子的单词

[2]。鼓励孩子完成词汇和语言的叙述。当孩子说话时使用语法正确的句子，当孩子有语法或词汇错误时，

作为第一任老师的父母都应该及时纠正，并在孩子说话不断进步时祝贺孩子进步，例如使用更丰富的词

汇，使用更高端的句型等。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要有耐心，认真对待孩子的问题，始终如一地回答孩子

的问题，要有耐心，详细解释孩子的疑虑，当不理解孩子提出的问题时，不要直接结束对话或表现出敷

衍不耐烦的态度。请孩子重复或解释并认真解答[3]。 

5.2. 提高亲子阅读频率 

分享阅读的时间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时间太长，孩子们往往会感到疲劳，时间太短，无法取得成果。

学前儿童经常要求父母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本书或重复同一个故事，并且乐此不疲。这不仅仅是一个机

械的重复，每次家长阅读，学前儿童都能捕捉到新的信息。适度的阅读频率儿童在长时间的阅读过程中

培养形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拥有更强的词汇积累能力，因而阅读效果会更好。学龄前儿童在听力的基

础上，有时会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和看法，用手指或张开嘴说话，积极调动各种表情和意识，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们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词汇表达，发展自己的词汇技能，并逐渐改善词汇的积累过程[4]。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在现有基础上，在家长的正确指导下，学前儿童的阅读能力不断提高，词汇理

解和表达能力也不断提高。采用科学的亲子阅读策略，注重培养幼儿的兴趣和良好习惯。虽然家长学历

的对于大多数学前儿童影响不是十分显著，但 4~6 岁学前儿童父母可以增加自身的阅读量，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提高亲子阅读频率和效率。 

5.3. 提供高质量语言活动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可多提问，让孩子多回答或多复述，加强她的语言逻辑和表达。并且在亲

子阅读过程中，可以增加多样化的阅读方式，使亲子阅读游戏化，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当孩子提出发

问时，父母耐心回答，保持愉快交流。不仅能增进亲子感情，也可以与孩子一起讨论动画片或儿童节目

的内容，鼓励儿童模仿节目中的用语，丰富儿童的词汇及口语表达的兴趣。每天抽出一定时间陪孩子一

起玩耍，和孩子玩时可以经常对玩具或周围的事物进行语言描述，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制作玩具，讨

论玩具的更多玩法，锻炼儿童的动手能力的同时增加亲子交流，给予儿童更多的表达机会[5]。家长还应

该有计划、有方法地开展正式读写活动，比如从认识自己的名字开始教孩子认识汉字，教孩子认识广告

语或儿童书里的汉字等等，在进行这样正式的读写活动时不可急于求成，应该遵循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发

展规律，充满耐心，注意激发儿童的兴趣与自主性，循序渐进地提升儿童的词汇与语言表达能力。 

6. 结语 

本研究从相关性研究角度出发，仅对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和家庭亲子阅读的环境进行现状调查，由

于研究时间与精力有限，未能在家庭环境中的阅读状况进行干预，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将本次的研究结

果进行前测结论，后期根据预设的研究目的，对实验中的因变量进行测量，这样便能在现状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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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出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词汇发展水平的具体方面的影响，更方便为以后家庭环境中，父母如何进

行正确科学的阅读指导策略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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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问卷 
尊敬的家长： 
您好！感谢您参加本次调查。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您家庭中亲子阅读的基本情况，以便给您提

供更科学的亲子阅读指导。请您仔细阅读每个问题，按照您的真实情况填写。调查不记姓名，回答无对

错之分，仅为研究所用。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来做这份问卷！ 
1) 您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时使用语言情况： 
A) 一直使用方言 
B) 有时使用普通话，有时使用方言 
C) 一直使用普通话 
2) 您家中拥有幼儿亲子读物的数量： 
A) 15 本及以内 
B) 16-30 本 
C) 31~45 本 
D) 46 本及以上 
3) 您与孩子亲子阅读的频率： 
A) 太忙，没有时间进行亲子阅读，不交流 
B) 很少有时间进行亲子阅读，一周偶尔 1 到 2 次交流 
C) 有时间就进行亲子阅读，每周 3 到 4 次，经常交流 
D) 每天都有固定的亲子阅读时间，一直都沟通交流 
4) 您与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每次持续时间为： 
A) 10 分钟及以内 
B) 10~20 分钟 
C) 20~30 分钟 
D) 30 分钟及以上 
5) 您和孩子在亲子阅读过程中侧重点： 
A 单纯性认字识图 
B 讲故事式，和孩子不互动 
C 结合孩子的日常表现，提问式沟通 
D 对于孩子遇到语言和词汇等问题，进行解答和互动 
6) 您如何看待幼儿的语言词汇发展： 
A) 幼儿的语言词汇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到达一定的年龄，幼儿自己就开口讲话，会积累一定的词汇量 
B) 所有幼儿语言词汇的发生、发展和积累年龄都相同，差不多 
C) 幼儿的语言词汇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D) 幼儿语言词汇发展主要指的跟认字、阅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7) 您如何看待幼儿家庭亲子阅读： 
A) 亲子阅读不如幼儿园里进行的阅读 
B) 亲子阅读是家长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分享快乐的互动过程 
C) 家长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亲子阅读对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 
D) 亲子阅读就是让孩子背诵儿歌、学习认字，对积累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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