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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南宁市为例，深入探讨了绘本教学对0~3岁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绘本教

学能有效扩大婴幼儿的词汇量，提高其词汇运用能力等方面效果突出。此外，绘本教学还有助于培养婴

幼儿的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其未来的语言及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

还需要围绕婴幼儿的语言理解、表达及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等方面培养工作展开针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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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Nanning C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impact of picture book teach-
ing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0~3. Through empirical re-
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picture book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expand the vocabulary of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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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oung children, improve their vocabulary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other outstanding effects. 
In addition, picture book teaching also helps to cultivate the reading interest and good reading 
habit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hich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ir future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argeted analysis is still 
needed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expression, and comprehensive listen-
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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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中，绘本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工具，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 0~3 岁

这一关键发展阶段，绘本不仅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视觉和听觉刺激，还能促进提升其语言能力。 
现有研究表明，绘本在婴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承文杰(2022)指出，绘本在托育机

构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婴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够促进其认知发展[1]。通过绘本进行互动，婴幼儿

能够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新词汇，并提高语言理解能力。张爽(2022)强调了体验式阅读策略在婴幼儿萌

芽期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生动的阅读体验，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吸收和理解语言信息[2]，从而促进语言能力

的发展。王丽萍(2021)讨论了 0~3 岁婴幼儿绘本的选择标准，指出适龄绘本应具备简单、易懂的语言和鲜明

的图像，以更好地吸引婴幼儿的注意力并促进其语言学习[3]。此外，聂丽娟(2021)分析了绘本阅读策略的

实施，提出了针对婴幼儿的有效阅读方法，这些策略在提高婴幼儿语言能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4]。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确认了绘本教学对婴幼儿语言发展的积极影响，但具体的实施效果和策略仍需

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旨在探讨绘本教学对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以南宁市为例，了解绘本在实

际应用中的成效与问题。 

2. 绘本教学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 

2.1. 作用机制 

0~3 岁是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绘本中的文字、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图画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

语言输入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婴幼儿积累词汇，理解句子结构，逐渐掌握语言规则。绘本中的图画色

彩鲜艳、形象生动，能够迅速吸引婴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其语言学习的兴趣。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围

绕“儿童如何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步构建认知结构”进行了系统论述。皮亚杰将婴幼儿的认知发展分为

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算阶段。在感知运动阶段，婴幼儿通过感官经验(如触摸和观察)与环境进行互动。从

这个角度来看，婴幼儿通过对绘本中的图画和文字进行认知加工，能够促进其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协

同发展——绘本中的图画和文字不仅提供了视觉刺激，还能通过故事情节的引导，帮助婴幼儿建立对物

体和事件的认知结构。进入前运算阶段之后，婴幼儿开始能够进行简单的符号操作，绘本通过生动的图

像和简单的文本，帮助婴幼儿更好地理解抽象的语言符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和思考。此外，绘本

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设定还可以激发婴幼儿的想象力，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总的来说，绘本为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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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提供了丰富的认知刺激，支持其认知结构的逐步构建。 
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婴幼儿需要将图画与文字内容相结合，理解故事情节，这一过程促进了其认

知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协同发展。同时，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设定能够引发婴幼儿的想象和联想，进

一步丰富其语言表达内容。在绘本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家长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与婴幼儿进行互

动交流，引导其开口说话，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种互动交流有助于婴幼儿在实践中提升语言表达

能力。 
多项研究表明，绘本阅读能够显著增加婴幼儿的词汇量。绘本中的图画与文字相互映衬，为幼儿提

供了丰富的语言输入，有助于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习得新词汇。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和对话为幼儿提供了模

仿和学习的机会，有助于他们理解语言结构，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早期接触绘本能够激发

婴幼儿对阅读的兴趣，为其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奠定基础。 

2.2. 影响因素 

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婴幼儿在 0~3 岁时的认知发展依赖于环境和社会互动。此阶段神经

元连接数达到峰值，大脑活跃度是成人的 2 倍，学习潜能处于高峰期。通过绘本教学提供的视觉、听觉

刺激，婴幼儿在与成人的互动中构建起语言学习的社会框架，进而提升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绘本教

学不仅促进了“阅读脑”的形成，还通过社会互动强化了语言的学习过程。然而，这一过程的效果受到

多个因素的影响。 
此外，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教师在绘本教学中应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婴

幼儿从现有的能力边界迈向更高的认知水平。因此，教师不仅需要丰富的绘本教学经验，还应根据婴幼

儿的不同发展水平调整教学策略，逐步引导他们理解复杂的语言和情节内容。与此同时，家庭环境作为

婴幼儿重要的社会互动场所，家长的积极参与能够通过日常互动强化绘本阅读的效果，帮助婴幼儿在社

会文化的环境中深化语言学习。不同婴幼儿在语言能力、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因

素会影响其对绘本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进而影响绘本教学的效果。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本研究在南宁市范围内随机抽取 900 名 0~3 岁婴幼儿及其家

庭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婴幼儿年龄段的特殊性，样本将按年龄段(0~1 岁、1~2 岁、2~3 岁)进行分层抽

样，每层 300 名婴幼儿。为确保样本在性别、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均衡性，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进一步优化样本结构。在每个年龄段内预设男女婴幼儿的配额比例，并通过对家庭收入、父母学历、职

业等背景因素的考虑，尽可能覆盖南宁市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提升样本的代表性。 
为增强数据的科学性与可量化性，本研究设计了针对婴幼儿家长或监护人的详细问卷，内容涵盖婴

幼儿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家庭语言环境、绘本阅读频率和习惯、以及婴幼儿语言发展情况(包括词汇

量、表达能力、理解能力、语言互动能力等)。问卷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量化分析，并通过 Cronbach’s 
Alpha 检验问卷的信度，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对于参与绘本教学活动的婴幼儿，本研究设计了系统的观察记录表，涵盖语言反应、注意力集中情

况、互动行为、以及与教师和同伴的语言互动等维度。观察记录将由经过严格培训的研究人员或教师进

行，以确保观察过程的科学性和一致性。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对婴幼儿的语言表现进行系统分

析。 

4. 绘本教学在 0~3 岁婴幼儿教育中开展现状 

绘本教学通过富有情感色彩的故事情节和图画内容，能够引发婴幼儿的情感共鸣和反思，培养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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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健康的情感态度和品质，进而促进其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因此，绘本教育一直都是学前教育教学活

动中的重点教学素材之一，而在 0~3 岁婴幼儿早教阶段的应用相对有限，为了进一步了解绘本教学在早

教阶段的开展情况，以南宁市为例，展开深层次分析。 

4.1. 南宁市绘本教学的现状与特点 

近几年，南宁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在幼儿父母对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绘本教

学已成为南宁市基础教育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从不完全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南宁市的幼儿

园和早期教育机构都采用了图画书教学，以此来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许多机构

还专门开辟了儿童读物专区，让孩子们有一个温暖舒适的阅读空间。南宁市的图画书教学改变了以往“读

故事”的方式，将音乐、动画和角色扮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图画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更容易引起

幼儿的注意。南宁市许多早期教育机构所进行的绘本教学，更多地是以父母的参与为主，提倡父母和孩

子们共同阅读和探讨绘本的内容，这不但可以促进父母之间的感情，还可以使幼儿在阅读的时候获得更

多的引导与启迪。 

4.2. 绘本教学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索南宁市绘本教学的实际状况，本文结合南宁市一家早期教育机构开展的绘本教学案例，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小小图画书”是南宁市一所著名的早期教育机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拥有大量的图画书教育资源。在这里，宝宝们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地挑选图画书来看，老师还会

定期举办绘本分享会，让宝宝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自己对图画书的理解和感觉都说出来。玩具书、有

声书等大量的绘本资源，不仅能满足婴幼儿的各种阅读需要，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五感，激发他

们对读书的兴趣[5]。另外，南宁市早期教育培训中心在“家庭小故事剧场”中进行了实验，选择了几个

优秀的小故事进行改编，制作出了适宜于舞台演出的脚本。在教师和父母的引导下，宝宝还能在故事中

扮演一个角色，与父母一同模仿图画书中的图画和姿势，用表演、模仿的方式，使幼儿对图画的内容有

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亲子的积极参与，也促进了家庭的融洽和亲密度。南宁市各幼儿园及老师都在积

极探索，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既有趣又有益的环境。但在此基础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与探索。 
为进一步验证绘本教学对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为期 3 个月的绘本教学干预实验。

将上述 900 名 0~3 岁婴幼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婴幼儿人数相同，均为 450 名，确保每组每

一层(0~1 岁、1~2 岁、2~3 岁)婴幼儿人数均为 150 名，且确保年龄区间、性别水平大致相当。具体来说：

实验组：0~1 岁婴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3 个月~11 个月，平均(6.13 ± 1.58)个月，男女比 7/3。1~2 岁婴

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1~2 岁，平均(1.29 ± 0.29)岁，男女比 3/2。2~3 岁婴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2~3
岁，平均(2.26 ± 0.28)岁，男女比 1/1。对照组：0~1 岁婴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2 个月~12 个月，平均(6.22 
± 1.45)个月，男女比 3/2。1~2 岁婴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1~2 岁，平均(1.36 ± 0.33)岁，男女比 1/1。2~3
岁婴幼儿 150 例，年龄区间 2~3 岁，平均(2.31 ± 0.31)岁，男女比 1/1。统计学比对结果显示，两组婴幼儿

各年龄段的基础资料分布情况对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此外，为确保两组样本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均衡性，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在每个年龄段内预设男女婴

幼儿的配额比例，并尽量覆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设计针对婴幼儿家长或监护人的问卷，内容包

括婴幼儿家庭语言环境、绘本阅读习惯、婴幼儿语言发展情况(词汇量、表达能力、理解能力等)等。问卷

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便于量化分析。对于参与绘本教学活动的婴幼儿，设计专门的观察记录表，由经

过培训的研究人员或教师在绘本教学过程中记录婴幼儿的语言反应、注意力集中情况、互动行为等，以

便后续分析。选取部分婴幼儿进行为期数月的绘本教学干预实验，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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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绘本教学，对照组维持日常活动不变。通过前后测对比，评估绘本教学对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具体影

响。如表 1 所示，为两组婴幼儿接受干预后的词汇量平均变化情况，计算平均值后，按照四舍五入原则，

取整数。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 test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对比 

组别 样本量 干预前平均词汇量 干预后平均词汇量 词汇量平均增长 表达能力平均提升情况 

实验组 450 65 100 +35 明显 

对照组 450 63 68 +5 轻微 

 
绘本中的句型多样，从简单的陈述句到复杂的疑问句、感叹句等，应有尽有。这种多样性的句型呈

现方式有助于婴幼儿全面了解语言的句法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绘本中的句型往往与情节紧密相连。这

种情境化的句型学习方式有助于婴幼儿更好地理解句型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在阅读绘本时，婴幼儿可以

根据故事情节和角色行为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预测活动有助于他们理解语言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同时，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婴幼儿可以亲身体验绘本中的语言情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运用方式。

婴幼儿模仿绘本中的语言，可以学习到如何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同时，绘本中的丰富词汇

和多样句型也为婴幼儿提供了语言表达的素材和灵感。在绘本的引导下，婴幼儿可以逐渐学会如何组织

语言、如何运用不同的句型表达不同的意思，从而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5. 绘本教学对婴幼儿不同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分析 

5.1. 词汇发展的影响 

5.1.1. 丰富的词汇量 
绘本教学在婴幼儿语言能力的培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帮助婴幼儿积累词汇方面。

绘本，这种结合了生动图像和简洁文字的读物，为婴幼儿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直观易懂的学习世界[6]。
以经典绘本《好饿的毛毛虫》为例，书中通过描述一只毛毛虫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吃的食物，引入了众多

水果和食物的名称。教师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可以逐一展示绘本中的食物图片，并清晰地读出每种食物

的名称，如“苹果”“梨”“草莓”等。婴幼儿在听故事的同时，不仅能够看到食物的形象，还能通过教

师的讲述学习到这些食物的名称。再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绘本，通过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的

对话，引入了“爱”这个抽象的概念，并通过具体的比较，如“我的手张开有多大，我就有多爱你”等句

式，帮助婴幼儿理解并学习如何表达爱。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婴幼儿的词汇量，还教会了他们

如何运用这些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绘本的重复性也是其教学魅力的一部分。许多绘本中的句子和词

汇会反复出现，这种重复有助于婴幼儿加深记忆。例如，在《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中，

每一页都会重复“棕色的熊、棕色的熊”这一句式，但随后会引入新的动物和颜色。婴幼儿在跟随教师

阅读时，不仅能够熟悉并掌握这些重复出现的词汇，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新的词汇[1]。 

5.1.2. 词义理解能力的提升 
绘本教学不仅丰富了婴幼儿的词汇量，还显著提升了他们对词义的理解能力。绘本中的文字和图像

相辅相成，为婴幼儿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词汇的含义。以绘本《大卫，

不可以》为例，书中通过生动的插图和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小男孩大卫各种调皮捣蛋的行为，以及妈妈

对这些行为的反应。教师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可以通过指向绘本中的插图，帮助婴幼儿理解“不可以”

这个词汇的具体含义。婴幼儿在看到大卫做出的各种不被允许的行为时，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到“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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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表示某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此外，绘本中的情境和故事情节也有助于婴幼儿理解词汇的具体应用

场景。例如，《三只小猪》这个经典故事，通过描述三只小猪建房子的过程，引入了“稻草”“木头”

“砖块”等词汇。教师可以通过模拟建房子的场景，让婴幼儿理解这些词汇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从诸

多教学实践经验来看，情境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增强婴幼儿对词汇的感知和理解，使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

提升词义理解能力[7]。 

5.2. 语句表达的影响 

5.2.1. 语法结构 
绘本教学为婴幼儿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学习基本语法结构的理想平台。绘本中的句子结构简洁、语法

规范，非常适合婴幼儿模仿和学习。通过阅读和学习绘本，孩子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掌握各种基本的句型

结构，如主谓宾、主系表等，为他们日后的语言表达打下坚实的基础。以绘本《小猪佩奇》系列为例，这

个系列的故事情节简单有趣，语言规范，非常适合婴幼儿阅读[8]。故事中经常出现如“佩奇喜欢跳泥坑”

这样的简单句子，教师就可以利用这些句子来引导幼儿学习主谓宾的句型结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先读出一个句子，然后让幼儿尝试模仿这个句子来构造自己的句子。例如，教师可以说：“佩奇喜欢

吃苹果。”然后鼓励幼儿模仿出类似的句子，如“我喜欢吃香蕉”“小狗喜欢吃骨头”等。通过这种模仿

和练习，婴幼儿能够逐渐熟悉并掌握基本的语法结构[3]。 

5.2.2. 句子构造 
绘本教学不仅能帮助婴幼儿掌握基本的语法结构，还能有效促进他们的句子构造能力。在阅读绘本

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句子，这些句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语言

学习资源。以绘本《我爸爸》为例，这本绘本以孩子对父亲的崇拜为切入点，通过简单而有力的句子，展

现了父亲的伟大形象。教师可以利用这本绘本引导幼儿学习如何构造不同类型的句子。例如，在阅读到

“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这样的比喻句时，教师可以停下来让幼儿观察并理解这个句子的结构。然后，

教师可以提供一些词汇或图片，如“妈妈”“温柔”“阳光”等，让幼儿尝试使用这些词汇来构造类似的

比喻句，如“我妈妈像阳光一样温暖”。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婴幼儿的句子构造能力，还能激

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再比如，在绘本《逃家小兔》中，教师可以通过小兔和兔妈妈之间的对话，引

导幼儿学习如何构造疑问句和回答句。例如，“如果你变成小鱼，”小兔说，“我就要变成捕鱼的人去抓

你。”“如果你变成捕鱼的人，”妈妈说，“我就要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让你抓不到我。”这段对话中

包含了疑问句和回答句的构造，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幼儿模仿小兔和兔妈妈的对话，从而

锻炼他们的句子构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5.3. 语言输出的影响 

5.3.1. 口头表达能力 
绘本教学对于婴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婴幼儿不仅可以

通过听教师讲述故事来提高自己的听力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模仿和复述故事中的句子来锻炼自己的口

头表达能力。教师可以通过组织一些口头表达的活动来进一步培养婴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4]。如，面对

3 岁的婴幼儿在讲述完一个绘本故事后，教师可以邀请幼儿自行翻阅，找到最喜欢的图画部分，养成自己

捧书阅读的习惯。 

5.3.2. 语言组织能力 
绘本教学还能有效促进婴幼儿的语言组织能力。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婴幼儿需要理解并整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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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这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通过长期的绘本阅读和教师的引导，婴幼儿可以逐渐

学会如何有条理地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创意性的写作活动来进一步锻

炼婴幼儿的动手能力、舞蹈能力，强化肢体协调能力。如，教师可以提供一个绘本故事，让幼儿根据绘

本中的内容，用肢体语言进行表述[8]。这种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婴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提高他们

的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到的语言组织能力，如让他们描述

自己的玩具、讲述自己的经历等，从而巩固和提升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 

6. 总结 

综上所述，从南宁市绘本教学工作开展来看，证实了绘本教学对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展的显著影响。

绘本教学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婴幼儿的词汇量，还能增强其词汇运用能力，对婴幼儿后续成长过程中的语

言理解、表达及听说读写综合能力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绘本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有助于激发婴幼

儿对阅读的兴趣，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其未来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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