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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电子绘本与传统绘本在幼儿学习品质培养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团队通过精

心设计的量化实验，结合细致入微的质性分析，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这两类绘本对幼儿主动性、坚持性、

创造性以及抗挫性等关键学习品质的促进作用。实验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变量，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以期揭示电子绘本与传统绘本在促进幼儿学习品质方面的独特优势与潜在不足。研究结果不仅

为幼儿园绘本教学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更为推动数字化教育资源与传统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

与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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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nd traditional picture 
book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The research team systematically and com-
prehensively explored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these two types of picture books on key learning 
qualities such as initiative, persistence, creativity, and resilience in young children through care-
fully designed quantitative experiments and meticulous qualitative analysis. During the experiment, 
we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variable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ata, in order to 
reveal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shortcomings of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nd tradi-
tional picture books in promoting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 
soli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picture book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but als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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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育正引领学前教育领域的变革。电子绘本以其多媒体交互性和

动态展示效果，通过整合文字、图像、声音与动画，结合触控、语音交互技术，有效激发了幼儿的参与热

情，使其学习过程兼具沉浸感与趣味性，在幼儿教育场景中迅速普及；与此同时，传统绘本凭借其独特

的艺术魅力、纸媒触感及亲子共读的情感纽带，继续在家庭与幼儿园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其静态叙

事逻辑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与情感共鸣，其培养幼儿想象力、语言感知力与情感共鸣的教育价值不可替代，

但电子绘本的崛起对传统媒介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导致教育者与家长在平衡数字化与传统资源选择时

面临现实困惑——如何通过媒介融合最大化促进幼儿学习品质发展。作为影响终身发展的核心要素，学

习品质涵盖主动性(自主探索意愿)、坚持性(困难情境中的持续努力)、创造性(突破常规的思维潜能)与抗

挫性(挫折情境中的心理韧性)四大维度，其不仅直接关联幼儿当下认知发展与社会适应能力，更对其未来

学业成就、职业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例如高主动性可促成终身学习习惯，强抗挫性可避免习得性无助，

因此如何通过早期教育科学培育学习品质已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关键命题；然而，当前实践存在双重困

境：一方面，电子绘本与传统绘本对学习品质的影响机制尚未被系统阐明，例如多媒体交互功能对注意

力的分散或坚持性的促进作用、纸媒触感对专注力与创造性思维的特殊价值等核心问题缺乏实证依据；

另一方面，教育实践者多依赖经验或市场导向选择绘本，既存在家长因视力担忧排斥电子绘本而忽视其

创造性激发潜力，也存在幼儿园过度依赖传统绘本而错失数字化效率优势的现象，这种非科学选择不仅

浪费教育资源，更可能延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的关键期。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量化实验与质性分析相

结合的混合研究法，系统揭示两类绘本对学习品质的影响差异与优势，构建基于证据的绘本选择框架，

探索“数字 + 传统”融合的教育模型，以期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科学决策支持，推动幼儿全面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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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2. 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2.1. 理论基础 

2.1.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幼儿通过主动探索与操作建构知识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在与环境互动中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1]。在绘本阅读中，幼儿通过翻页、触摸、

提问等行为与环境产生交互，形成对故事内容的理解与内化。电子绘本的交互功能(如点击触发动画)可能

增强幼儿的“操作–反馈”循环，促进主动探索行为[2]；而传统绘本的静态特征则要求幼儿通过想象填

补叙事空白，激发创造性思维[3]。两类绘本的媒介特性差异为研究幼儿学习品质中的“主动性”与“创

造性”提供了理论支点。 

2.1.2.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媒介特性影响幼儿的认知加工过程 
基于 Mayer [4]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不同媒介的信息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与加工

深度。电子绘本的多模态刺激(动画、音效、触控反馈)可能通过“感官吸引”降低幼儿的注意力维持阈值

[5]，而传统绘本的单一图文模态则更依赖幼儿的符号解码能力，可能促进深度语义加工。该理论为分析

两类绘本对“坚持性”(如注意力持续时间)和“抗挫性”(如信息超载时的情绪调节)的影响差异提供了认

知层面的解释框架。 

2.1.3. 生态化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与媒介工具的适配性对学习品质的影响 
生态化教育理念主张教育工具需与幼儿所处的物理、社会及文化环境相适配[6]。电子绘本在家庭场

景中可能因家长的技术焦虑而削弱亲子共读的情感联结[7]，但在幼儿园集体教学中可通过互动功能激发

同伴合作；传统绘本则更依赖成人引导质量，在不同环境中对学习品质的影响存在动态差异。这一理论

提示研究需关注媒介特性与教育场景的交互作用，避免单一维度的优劣判断。 

2.2. 概念界定 

2.2.1. 电子绘本和传统绘本 
电子绘本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交互式叙事媒介，融合动画、音效、触控交互及非线性叙事结构[8]，

提供动态阅读体验。传统绘本则以纸质为载体，依赖静态图文传递信息，强调翻页的物理操作与线性叙

事逻辑[9]，激发幼儿的想象力与深度思考。 

2.2.2. 幼儿学习品质 
本研究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0]，将学习品质解构为四个可观测维度： 
(1) 主动性：幼儿自主发起阅读及提问的频率； 
(2) 坚持性：面对阅读障碍时的持续尝试与策略； 
(3) 创造性：改编绘本情节及提出新观点的能力； 
(4) 抗挫性：应对阅读挑战时的情绪稳定与求助行为[11]。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分组 

3.1.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某市 3 所幼儿园的中班幼儿(4~5 岁)为研究对象，共 120 名(男女各半)。样本选择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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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以下原则： 
(1) 年龄匹配：所有幼儿年龄控制在 4 岁 3 个月至 5 岁 2 个月之间，排除年龄极端值； 
(2) 背景均衡：三所幼儿园分别位于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覆盖不同家庭经济水平； 
(3) 排除干扰：剔除有阅读障碍或视听功能异常的幼儿(基于幼儿园健康档案)。 

3.1.2. 分组设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将 120 名幼儿分为实验组(电子绘本组，N = 60)与对照组(传统绘本组，N = 

60)，分组时控制以下变量： 
(1) 绘本主题一致性：两组使用相同主题的绘本(如“规则认知”“情绪管理”)，避免内容差异干扰； 
(2) 难度匹配：依据《汉语儿童图画书阅读难度分级标准》[12]，确保两组绘本的词汇复杂度、句式

长度、情节逻辑处于同一难度层级； 
(3) 教师变量控制：由同一教师团队实施教学，通过标准化培训统一教学语言与互动策略。 

3.2. 实验材料与评估工具 

3.2.1. 实验材料 
(1) 电子绘本：选用交互式 APP“彩虹巴士”中动态化程度较高的 4 部作品(如《勤劳的小蚂蚁》《六

人闯天下》《四兄弟》《幸福小兔》)，其核心交互功能包括：触控反馈：点击角色触发动作或对话；分

支选择：剧情关键节点提供双选项(如“帮助小鸟”或“继续赶路”)；即时奖励：完成任务后出现动态星

星奖励。 
(2) 传统绘本：选取经典纸质绘本《一起去冒险》《流浪的种子》《颜色去旅行》《小心不可以》等

4 部，确保画面色彩饱和度、图文比例符合中班幼儿认知特点[13]。 

3.2.2. 评估工具 
(1) 行为编码表 
① 坚持性：记录中断阅读次数、自主重启尝试次数(1 分钟内未求助视为“坚持”)； 
② 创造性：根据幼儿改编情节的独创性(如新增角色、反转结局)进行三级评分(1 = 模仿，3 = 创新)。 
(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示例问题：“你喜欢自己翻书还是让机器帮你翻？为什么？”(探究媒介偏好)；

编码规则：采用 Nvivo 12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QDAS)进行关键词提取(如“好玩”“难懂”)。 

3.3. 实验流程 

3.3.1. 前测阶段(第 1 周) 
(1) 学习品质基线评估： 
① 使用《学前儿童学习品质量表》进行教师评定； 
② 通过“积木挑战任务”观察抗挫性(记录放弃前的尝试次数)。 

3.3.2. 干预阶段(第 2~5 周) 
(1) 标准化教学实施： 
① 频次：每周 2 次集体阅读活动(周一、周四上午)，每次 20 分钟； 
② 引导语：统一使用开放式提问(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禁止直接解释画面； 
③ 环境控制：实验组在独立多媒体教室使用平板电脑，对照组在普通教室阅读纸质书。 
(2) 过程性数据记录： 
① 每次活动后由观察员填写《行为事件记录表》(记录提问频率、合作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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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每周随机抽取 10 名幼儿进行 5 分钟访谈(避免疲劳效应)。 

3.3.3. 后测阶段(第 6 周) 
(1) 量化数据收集： 
使用同一量表进行学习品质终评。 
(2) 质性数据分析： 
① 对行为编码结果进行卡方检验与主题分析； 
② 结合访谈文本提炼“媒介特性–行为响应”关联模式。 

3.4. 设计逻辑与创新点 

(1) 三角验证法：通过“行为观察(外部表现)+访谈叙事(主观体验)”多维度交叉验证结论； 
(2) 生态效度保障：在真实幼儿园场景中开展干预，保留日常教学中的同伴互动与教师引导因素。 

4. 教育建议与实践启示 

4.1. 教学策略优化 

4.1.1. 电子绘本教学：技术赋能与教育本真的平衡 
(1) “轻交互”模式设计：优先选择交互功能适度的电子绘本，减少非必要动画与音效(如自动播放

的背景音乐)，避免感官过载[14]。例如，仅在关键情节节点设置可触发动效(如点击角色触发对话)，降低

注意力碎片化风险。 
(2) 任务驱动型阅读：通过嵌入式问题(如“小鱼为什么哭了？”)或任务挑战(如“帮主人公找到回家

的路”)激发主动性。研究发现，任务导向的电子绘本可提升幼儿目标坚持时长，建议在阅读后增设“故

事续编”环节，利用 APP 录音功能记录幼儿创意叙事。 

4.1.2. 传统绘本教学：静态媒介的深度激活 
(1) 延伸活动创新：针对传统绘本的单向输入局限，设计“角色扮演剧场”(幼儿分角色演绎情节)、

“预测翻页”(遮挡部分画面猜测故事发展)等活动，弥补互动性不足。例如，在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

后，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达“爱”的程度，将抽象情感具象化。 
(2) 符号解码训练：通过“画面细节寻宝”(寻找隐藏图案)、“情绪地图标注”(在绘本页面上标记角

色表情)等游戏，提升幼儿对静态图文的深度观察与想象加工能力。 

4.2. 家园协同建议 

4.2.1. 家庭电子绘本使用指南 
(1) “无干扰时段”规则：建议家长设定每日 15~20 分钟“纯阅读时间”，关闭设备通知功能，避免

弹窗广告或游戏链接干扰。可借助 APP 的“家长模式”锁定核心功能，限制无关操作。 
(2) 互动提问策略：避免被动观看，家长需参与共读并提出开放式问题(如“如果是你，会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研究显示，家长提问质量显著影响幼儿电子绘本的认知收益。 

4.2.2. 传统绘本亲子共读升级 
(1) “细节观察法”：共读时引导幼儿关注画面细微元素(如季节变化、背景小动物)，例如提问“树

叶颜色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了？”，培养观察力与逻辑推理能力。 
(2) “情绪代入法”：通过指认角色表情(如“小熊皱眉是因为它迷路了”)、模拟角色语气(如用低沉

声音读大灰狼台词)，帮助幼儿建立情感共鸣与换位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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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程开发方向 

4.3.1. “数字 + 传统”融合课程模型 
(1) 优势互补设计：科学认知模块：利用电子绘本的动态演示功能解释自然现象(如《水的循环》APP

展示蒸发过程)，辅以传统绘本《小水滴旅行记》巩固知识；情感教育模块：通过传统绘本《我的情绪小

怪兽》引发情感讨论，再以电子绘本《情绪盒子》的交互游戏(如拖动表情匹配场景)强化情绪管理技能。 
(2) 跨媒介叙事链：设计同一主题的双媒介版本，例如电子绘本侧重“恐龙外形探索”(3D 模型旋转

观察)，传统绘本侧重“恐龙家族故事”，促进多维认知整合。 

4.3.2. 分龄分层资源包开发 
(1) 小班(3~4 岁)：侧重感官唤醒，提供电子绘本“触感反馈”(如触摸屏幕模拟动物毛发质感)、传统

绘本“异形书页”(如镂空、立体结构)，契合直觉行动思维特点。 
(2) 中班(4~5 岁)：强化问题解决，电子绘本增设简单分支选择(如“帮助朋友 A 或 B”)，传统绘本

搭配“问题卡牌”(抽取卡片回答与情节相关的提问)。 
(3) 大班(5~6 岁)：注重思维迁移，电子绘本设计“故事创编工具”(如拖拽元素组合新情节)，传统绘

本提供“留白日记页”(绘画或口述续写故事)。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比实验和质性分析发现，电子绘本凭借交互功能和即时反馈机制显著提升了幼儿的参

与度和叙事完整性，特别适合需要快速吸引注意的教学目标；而传统绘本则在培养坚持性、深度思考及

细节观察能力方面更具优势，更适用于情感体验类教学目标。研究提出的“轻交互”模式和延伸活动策

略有效平衡了技术刺激与认知负荷。但受限于样本范围(仅某市 3 所幼儿园的 120 名 4~5 岁幼儿)、短期

干预周期(4 周)及技术条件，研究结果在普适性和长期影响方面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三个维度深入：

一是开发融合纸质触感与 AR 技术的“智能混合绘本”；二是构建“电子导入–传统深化–混合拓展”的

三阶段阅读模型，并开发家园协同的阅读日志 APP；三是开展跨年龄段的纵向追踪(如追踪至小学阶段)
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探索媒介融合的最优路径，为幼儿学习品质培养提供更科学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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