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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性形成的实验研究

张　哲，曾　彬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绘本以其图文并茂的文学样式、贴近幼儿生活世界的情节设置以及反映真挚现实情感的内容创制，深受幼儿的喜爱。

已有研究表明，绘本阅读有助于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但绘本阅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实验法

和观察法以绘本阅读的方式对幼儿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情感等方面进行培养，以扩展和加深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绘本；幼儿；社会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８３－０５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犱狅犻：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犛狋狌犱狔狅狀犘犻犮狋狌狉犲犅狅狅犽狊狋狅狋犺犲

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犛狅犮犻犪犾犻狋狔
犣犎犃犖犌犣犺犲，犣犈犖犌犅犻狀

（犆犺犻狀犪犠犲狊狋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犖犪狀犮犺狅狀犵６３７００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ｉｓｗｅｌ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ｔｓｖｉｖｉｄ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ｈｅｌｐ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ｔｆ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ｒｉｅｓｔｏｇｅ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绘本是一种以图画为主要内容和呈现方式的读

物，作者通过再创作的方式把语言和绘画两种艺术

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人带来更多感官上的享

受。绘本阅读即以绘本为载体开展多种方式的阅读

活动，使幼儿将绘本内容与自身生活实际相联系，激

发幼儿阅读的兴趣，给予幼儿美学的享受，以促使幼

儿向文字阅读的过度。目前关于绘本对幼儿发展的

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对其语言发展的影响，认

为热爱阅读并有较为丰富早期阅读经验的幼儿，在

语言表达的词汇量、流利程度、积极主动性、以及听

的能力等方面都明显要优于不喜欢或者缺少阅读经

验的幼儿。［１］可见绘本阅读有助于促进幼儿语言能

力的发展，使其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得到锻炼。但绘

本阅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由于幼

儿期（３—６岁）的幼儿活动范围扩大，开始由家庭走

向幼儿园，对周围人和环境有了广泛的认知并产生

相对紧密的联系，而绘本大量涉及社会性方面的内

容，可促进这一领域研究。

一、实验方法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和观察法以绘本阅读的方式

对幼儿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情感等方面进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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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实验对象为四川省南充市某幼儿园中班全体幼

儿。实验员为该班教师３名与助教５名（学前教育

专业研究生）。实验内容为通过一系列绘本故事对

该班幼儿进行社会性培养。其中幼儿社会性包括：

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的认知、社会规则的认知、自我

的认知），社会性行为（分享和助人、合作、攻击性行

为），社会情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等方面。实验

时间为三个月。实验时间分配：第一个月完成社会

认知内容，第二个月完成社会性行为内容，第三个月

完成社会情感内容。具体完成时间为每周的周一和

周三各一节课。实验形式为该班实验员在课题负责

人的指导下依据绘本阅读开展游戏活动，观看相关

视频等，并对该班配备一个观察记录员。

二、实验过程

（一）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认知的影响

幼儿的社会认知是指幼儿在与家庭、幼儿园、社

区以及大众媒介等社会客体的相互作用中，逐渐掌

握有关社会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标准等。幼

儿受其认知和经验的局限，再加上思维的年龄特点，

对社会性行为的认知具有一定的情境性。而绘本因

其画面生动、内容直观，具有较强故事性、情节性的

特点，为幼儿创造了一个相对具体、丰富的认知情

境。［２］通过绘本阅读能够丰富其知识储备，扩充其经

验体系，帮助发展幼儿人际关系的认知，社会规则的

认知，幼儿的自我认知等多方面的认知水平。

１．绘本阅读对幼儿人际关系认知的影响

幼儿的生活离不开社会，幼儿对人际关系及社

会群体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幼儿在进行同伴交往等社

会性活动时行为的成熟度。幼儿对人际关系类型的

准确把握及对社会群体性质谨慎并相对积极的认

知，是有效寻求和建立人际关系、获取社会持资源的

重要因素。［３］通过绘本阅读活动，加强幼儿对人际交

往技能及社会群体种类的认知，能够帮助幼儿建立

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今后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奠定

基础。

针对幼儿人际关系认知的内容对南充市某幼儿

园中二班某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该班幼儿大都是

独生子女，缺少正确的交往经验，不懂得如何与人分

享，更表现出很多自私自利的特点。该班老师通过

绘本故事《我有友情要出租》帮助幼儿对人际关系进

行认知，绘本故事的内容是：一只寂寞的大猩猩因为

没有伙伴决定出租自己的友谊，一个叫咪咪的小朋

友花了一块钱租了大猩猩一个小时，于是他们在一

起快乐玩耍，但很快时间就到了。之后，咪咪每天都

会来租友情，他们越玩越开心，直到有一天，当大猩

猩决定再也不用钱去出租友谊，而是带来了很好吃

的饼干准备与咪咪分享时，咪咪竟然没有来，最后，

大猩猩终于明白了友情的真谛。在欣赏了这本绘本

故事后，教师鼓励幼儿主动与班里平时不经常交往

的小朋友交流、玩耍，建立新的友谊。

２．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规则认知的影响

ＭｕｒｉｅｌＢｅａｄｌｅ认为，幼儿进入小学前，他们的

注意力都是始终被那些简单而又强烈鲜明的物体或

场景所吸引。幼儿通过阅读一些有行为规范意义的

绘本，会主动模仿绘本主人公的行为，去约束自己言

行。使幼儿有效地了解社会，理解并接受社会所公

认的规则、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高幼儿社会规则的

认知。

针对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规则认知的影响，该

班教师通过一系列绘本故事对幼儿开展社会规则认

知的培养。《大卫惹麻烦》、《大卫上学去》、《大卫不

可以》、《图书馆狮子》等绘本故事让幼儿在浓浓的爱

意中理解哪些行为是不好的，不可以做的，养成幼儿

守规矩的习惯。绘本《图书馆狮子》的内容是：一头

很听话，很守规矩的狮子经常到图书馆来，小朋友和

麦小姐需要帮助的时候，它会去帮助她们。有一天

为了帮助受伤的麦小姐，狮子去叫马宾先生，可是马

宾先生不理解它的意思，狮子一着急就吼了起来。

虽然救了麦小姐，狮子却违反了图书馆的规定，图书

馆里是不能大声吼叫的，狮子只能悄悄的离开了图

书馆。但当麦小姐说明了情况之后，图书馆特意为

狮子制定了新的规定，“只要有正当理由，比如说帮

助受伤的朋友之类的，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吼叫”。在

欣赏完绘本故事后，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到有时候我

们是必须要遵守规则的，但是规则并不是代表一成

不变的，在特殊的情况下，规则可以相应的调整。

３．绘本阅读对幼儿自我认知的影响

幼儿的自我认知即幼儿对自己的知觉，表达的

是关于自己身心特点的主观知识，包括自我感觉，自

我概念等的认知。通过绘本阅读，直观化的帮助幼

儿理解自我，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有助于幼儿身心

的和谐健康发展，形成健全人格。

针对幼儿的自我认知，通过对该班幼儿的观察

了解到，该班幼儿天性活泼，但班中也有不少内向、

自卑的幼儿。因此，该班教师运用绘本故事《你很特

别》培养幼儿的自我认知，故事的内容是：微美克人

是一群小木头人，他们都是木匠伊莱雕刻成的。微

美克人整天只做一件事，而且每天都一样；他们互相

贴贴纸。每个微美克人都有一盒金星贴纸和一盒灰

点贴纸。他们每天在大街小巷里，给遇到的人贴贴

纸。木质光滑、漆色好的漂亮木头人总是被贴上星

星。木质粗糙或油漆脱落的就会被贴灰点点。主人

公胖哥是被聪明的木匠伊莱创造的，但他在生活中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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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了自我，他努力地按照别人制定的标准来生活，

为追逐金星星标签而身心俱疲，更为被人贴上了灰

点点标签而伤心不已。当微美克人的创造者木匠伊

莱对胖哥说：“你很特别，因为你就是很特别，不需要

任何条件。”之后，胖哥渐渐明白自己也很特别，而他

身上的标签也开始脱落。欣赏完绘本之后，教师开

展了“我很特别”的主题活动，让每个幼儿都说说自

己的长处，幼儿从中增强了对自我的认知。在生活

中为了巩固幼儿对自我的认知该班教师又通过一系

列绘本故事，如《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系列、《我

就是我》、《大脚丫跳芭蕾》等，让幼儿在一个个生动

的绘本故事中，感知自我，接受自我，认可自我，最终

树立正确的自我概念，具备始终相信自己的精神品

质和信念。

（二）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性行为的影响

著名图画书研究者彭懿说：一本好的绘本不仅

可以哺育孩子的心灵，更能够改变他的一生。绘本

阅读不仅能使幼儿在文学素养、美学涵养等方面获

益，更使他们的行为得到塑造。［４］相比于其他发展时

期，幼儿期幼儿的行为方式尚在形成发展之中。一

旦行为方式定型，就很难予以纠正，所谓的“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就是这个道理。通过对３－６岁的幼

儿开展绘本阅读，幼儿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阅读绘

本，并尝试理解故事中的世界，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方

式及社会规范，进而扩展自己的知识经验，从中获得

社会性行为的发展。［５］社会性行为包括分享和助人

行为、合作行为以及对攻击性行为的矫正等。

１．绘本阅读对促进幼儿分享和助人行为形成的

影响

分享及助人不仅是道德社会的要求，也是值得

发扬的优秀品格。通过绘本传递的正能量会让幼儿

主动要求做很多平时不做的事情，学会与他人分享

好东西，与人相处，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助

之手等。这一系列亲社会行为的养成都是幼儿自我

意识增强的表现。

针对幼儿社会性行为的形成，该班教师通过绘

本《彩虹色的花》进行培养，与幼儿一起欣赏品读，并

观察记录了他们在阅读之后的行为反应。故事的内

容是：有一只开着如彩虹颜色一样花瓣的美丽花朵，

将自己不同颜色的美丽花瓣都用来帮助有不同困难

的小动物，直到自己渐渐枯萎老去，最终被覆盖在白

茫茫的冰雪之下。但它的梦想和希望并没有随之消

失，春天再次来临之时，新的彩虹花朵又在阳光下绽

放出炫丽笑脸。她启迪人们生命可以轮回，乐于助

人的精神品格则万古留存，激励读者向善向上，令人

回味无穷。在听过故事后，该班教师又引导幼儿说

说自己平时是怎么帮助别人的，并对有这些良好行

为的幼儿给予手工制作的彩虹花作为奖励，使幼儿

对其做过的好行为有一个认知上的强化。绘本活动

结束后，幼儿纷纷说自己也要向彩虹色花学习，做乐

于助人的好孩子。该班教师又利用《小熊布迪亲子

阅读绘本———帮助好朋友》、《小熊布迪亲子阅读绘

本———和好朋友分享一切》、《冬天里的弗洛格》、《月

亮的味道》等绘本来形成幼儿的分享一事，促使分享

和助人行为的养成。

２．绘本阅读对增进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

合作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达到共

同的目标而协调活动，以促进某种既有利于自己又

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合作行为作为

一种基本的互动形式，一直是个体社会化研究的重

要领域。［６］

该班教师选取绘本《南瓜汤》对幼儿合作行为进

行培养，《南瓜汤》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友情和分

工合作的幽默温馨故事。三个好朋友猫、鸭子、松鼠

原本在一起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他们一起煮南瓜

汤，各有分工。可是突然有一天鸭子不甘于做自己

以前的工作，而要做松鼠用勺子舀汤的工作，一下子

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开始有了争吵。于是鸭子离开

了家，两个朋友慢慢从生气变成了担心，踏上了寻找

鸭子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早已原谅了鸭子。

当看到鸭子回来时，他们重归于好。该班教师在幼

儿理解故事内容后设置游戏，通过创设与绘本类似

的情境，有意引导幼儿模仿故事人物的合宜行为，学

会同伴间的互助合作，促进幼儿合作行为的养成和

发展。

３．绘本阅读对减少幼儿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幼儿的攻击是一种习得的

社会行为。由于幼儿自我控制力差，自我中心性强，

缺乏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整个幼儿时期是攻击行为

产生的频繁时期。幼儿攻击以身体性攻击为主，语

言攻击在大班增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孩更

容易受别人攻击行为的影响进而发动报复。加之幼

儿经常受到所观看动画片中人物暴力行为的影响，

攻击行为现象增多。寻求攻击行为有效干预途径，

是很多学前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该班教师为减少幼儿的攻击性行为，选用“小兔

汤姆系列”绘本中《汤姆和伤心的鲁鲁》等进行干预

实验，通过为期两周，每天２０分钟在规定时间阅读

规定绘本，并融入角色表演、游戏模仿等形式，发现

幼儿的攻击性行为明显减少。在进行绘本阅读时，

应尽量避免经过短时间阅读后，发现幼儿的行为改

善程度不大，就立刻放弃阅读的现象。要知道，想要

通过绘本阅读的方式达到发展幼儿社会性行为的目

的，一定不是短时间就能马上实现的。一定是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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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一个长期摸索、不断循序渐进的过程。建议家长

及教师应该有足够的耐心，从各方面寻找原因，分析

考虑其在进行绘本阅读时的阅读方式是否正确、阅

读时间是否恰当、绘本选择是否适宜等。也可以向

更加专业的研究者寻求理论和实践的帮助，相信功

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坚持进行

绘本阅读活动，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达到促进社会

性行为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情感的影响

社会情感是指个体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

形式，即个体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接触和思考后

根据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绘本对

幼儿情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着相应的心理学理论

依据。情感教育的作用是启发幼儿，使其朝着积极、

正面的方向发展，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及良好的生活

态度。［７］绘本以它特有的魅力，使人们产生积极的情

感体验，培养积极的社会情感，减少消极社会情感的

影响。

１．绘本阅读对幼儿积极社会情感提升的影响

积极社会情感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

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愉悦感受。积极情感的建立

是衡量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准之一，对身体健康具有

促进作用，对于个体的适应具有广泛的功能与意

义。［８］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曾提出“积极情感就是当事情

进展顺利时，你想微笑时产生的那种好的感受”。［９］

一本好的绘本，不仅能传递信息，讲述故事，更重要

的是能给读者带来温情与诗意，以其温馨的画面和

细腻的文字打动人们，让幼儿的心灵有所触动，建立

积极的情感体验。

该班教师选用绘本《逃家小兔》、《猜猜我有多爱

你》、《鳄鱼爱上长颈鹿》、《搬过来，搬过去》和《天生

一对》等培养幼儿的积极社会情感，这些温暖可爱、

感情浓郁的故事引起了幼儿情感的共鸣。如《逃家

小兔》能让幼儿感到一种安详宁静的愉快，因为多数

幼儿都曾幻想过像小兔子一样离开家，用这样的方

式来考验妈妈对自己的爱，如《鳄鱼爱上长颈鹿》传

递给他们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的粗浅理解，在孩子的

幼小心灵播下爱的种子。优秀的绘本，是用最简洁

最质朴的语言和最幽默最夸张的形式来表达最为本

真的生命意趣和形态。简单的故事情节，却包涵着

满满的爱。幼儿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获得情感满

足，促使他们表现出与所喜欢的绘本形象相类似的

语言、动作、行为，并且把这种情绪带入生活之中。

２．绘本阅读对幼儿消极社会情感抑制的影响

消极社会情感是对应于积极社会情感的一种复

杂的社会情感。包涵有忧愁感、愤怒感、紧张感、焦

虑感、恐惧感等。消极情绪的产生是因人因时因事

而异的，幼儿产生消极情感的原因可能是父母离异，

家中有弟弟妹妹出生，同伴相处不愉快，学业压力等。

幼儿产生消极的社会情感，不仅影响其自身心理的健

康发展也可能对同伴的情绪情感产生消极影响。

在幼儿园的绘本阅读活动中，观察到一个叫苗

苗的幼儿，情绪很低落，该班教师说她原先的活泼劲

头几乎全不见了，也不再喜欢和其他同伴交流玩耍，

每天早上到幼儿园都会哭上一阵子，说想妈妈。经

过该班教师的家访发现，苗苗爸爸妈妈因为感情不

合，最近离婚了。父母离异，给孩子心理带来的创伤

可以想见，孩子成为无辜受害者。认为父母不再爱

自己了，由此产生焦虑、恐惧、忧愁等消极情感。该

班教师选用绘本《我的爸爸焦尼》和《妈妈爸爸不住

一起》来帮助苗苗抑制消极情感。绘本讲述的是单

亲父母如何疼爱子女的故事，每当阅读绘本苗苗就

会被温暖的故事情节吸引，一次次恳请老师再讲一

遍。仔细听完故事后，她含着眼泪说，妈妈还爱我，

我也爱她。

在种类繁多的绘本中还有许多关于抑制消极情

感的绘本，比如引导幼儿怎样克制愤怒的《菲菲生气

了》，怎样面对恐惧的《我好担心》，怎样处理焦虑的

《笑容不见了》，怎样管理情绪的《双面情绪》，怎样面

对死亡的《一片叶子落下来》等绘本，这些题材的绘

本出现满足了幼儿情感方面的需求，帮助幼儿克服

消极的社会情感有积极作用。

在利用绘本阅读促进幼儿社会性情感发展的同

时，应注意要避免有些教师或家长由于目的性过于强

烈，刻意将绘本内容向社会性教育靠拢，将有些毫无

关联的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等联系在一起，

把一本完整的图书分解得支离破碎，使绘本丧失了原

本的故事性。最后幼儿不仅不会理解故事的内容，也

不可能对故事中主人公的经历感同身受，更无法做到

对忧愁感、愤怒感、紧张感、焦虑感、恐惧感等消极情

感的克制，反而容易增加自身消极情感的程度。

三、实验结果

研究表明，通过绘本阅读促进了幼儿对人际关

系的认知，促进了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促进了幼

儿对自我的认知，即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认知有积

极影响。通过绘本阅读能促进幼儿分享和助人行为

的形成，促进了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和发展，减少

了幼儿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即绘本阅读对幼儿社会

行为有积极影响。通过绘本阅读提升了幼儿积极的

社会情感，抑制了幼儿消极的社会情感，即绘本阅读

对幼儿社会情感有积极影响。对幼儿进行绘本阅

读，有助于其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养成良好的社会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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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培养其建立积极的社会情感，从而为其今后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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