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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话式阅读由美国学者
E*(94*A'Â 02;40)*:;

于
#D$$

年提出"是一种具有
IUU[

互动原则及
Q[b̂ =

提示技巧的共

读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国外以及国内台湾地区的幼教领域"并且实施效果显著$所以本研究针对近
!"

年国内外有关幼儿对话

式阅读的
%"

篇中文文献及
#"F

篇英文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与内容方面比国外与

台湾地区单一"并且相关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国外比国内深入"台湾地区比大陆地区深入的状态$拓展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

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应当使对话式阅读能够真正运用在亲子共读与师幼共读当中$

关键词!对话式阅读!幼儿!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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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计

量学分析

本研究所综述的国内文献包括来自大陆以及台

湾地区的文献"大陆地区的文献主要来自于*中国知

网,"台湾地区的文献主要来自于*华艺线上图书馆,

以及*台湾硕博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本研究以

*对话式阅读,为关键词"在上述数据库搜索并筛选

近
!"

年有关幼儿*对话式阅读,的研究共计
%"

篇$

其中期刊共计
#!

篇"硕士论文共计
#$

篇$国内*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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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具体分布与发展趋势如图
#

与图
!

所示#

图
#

!

近
!"

年国内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具体分布

图
!

!

近
!"

年我国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图
#

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幼儿对话式阅

读,

$!ACFT

的研究均来自于台湾地区"并且台湾地

区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博论文数的量均多于大陆$自

!"""

年以来"大陆关于幼儿对话式阅读的研究仅有

H

篇"而台湾地区则多达
!&

篇$通过图
!

可以看

出"我国关于幼儿对话式阅读%

=[

&的研究始于台湾

!"""

年的两篇实证研究"并且台湾地区的相关研

究呈现总体增长的趋势$总体来看"我国幼儿对话

式阅读的研究在
!"#%

年呈现最高点"来源以台湾地

区为主"学位论文均为硕士论文"无博士论文"并且

至
!"#C

年相关研究呈现继续增长的状态$

本研究的外文文献主要来自于以下数据库#一

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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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数据库来获得文献"二是

通过*数字化论文典藏联盟,%

=2

R

2;,-=2::4*;,;2(+

Q(+:(*;2)7

&以及*

(̂*-M]2?

国外文献整合平台,来

补充获得学位论文$本研究以*

M2,-(

R

2>*4,M2+

R

,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并筛选近
!"

年研究主题为幼儿对

话式阅读的相关研究"共计
#"F

篇$其中期刊论文

F&

篇"硕博论文
&!

篇%含有博士论文
!%

篇&$国外

*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具体分布与发展趋势如图

%

+图
&

所示#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国外不论是期刊还是

硕博论文的数量均显著高于国内"并且有多达
!%

篇

图
%

!

近
!"

年国外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分布情况

图
&

!

近
!"

年国外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的发展趋势

博士论文"占整体研究的
!!T

$这说明国外关于幼

儿对话式阅读的研究是相对成熟与完整的$通过图

&

可以看出"近
!"

年以来"国外相关研究呈现总体

增长的状态"

!"##

年达到最高点"并且至今仍有持

续不断的研究$

二"对话式阅读的概念

对话式阅读%

=2,-(

R

2>*4,M2+

R

"

=[

&最早由怀特

赫斯特%

0̂2;40)*:;

&等人于
#D$$

年提出"原本是

指一种亲子阅读方法"其理念在于改变传统阅读中

父母和孩子的互动模式"使幼儿为阅读的主体"父母

则是主动的聆听者"充当引导和协助的角色$成人

采用开放式问句+延伸幼儿的话语内容等策略"使孩

子能够扩充阅读的内容"并且在阅读历程中与共读

者产生较多的对话-

#W!

.

$尽管对话式阅读原本是针

对亲子阅读设计的一种阅读方法"但是在当今的应

用中"对话式阅读已经不限于父母与儿童的一对一

阅读"教师+图书馆员均可以扮演引导对话的角色"

这种方法已经应用在
%BD

岁儿童身上"并逐步在

学校+图书馆等地以*老师或图书馆员对多名儿童,

的形式得到推广-

%

.

$

对话式阅读有其独特的技巧与和特征#对话式

阅读技巧主要包含
IUU[

之互动原则及
Q[b =̂

的提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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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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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2;40)*:;

提出对话式阅读的概念之后"关

于对话式阅读概念的界定并无太大争议"并且对话

式阅读的运用主体在不断扩大"国内外研究均围绕

IUU[

之互动原则及
Q[b =̂

的提示技巧来定义

对话式阅读$本研究认为对话式阅读就是成人在阅

读中采用
IUU[

之互动原则及
Q[b =̂

的提示技

巧逐渐帮助儿童从倾听者转变为故事叙述者"并对

儿童回答给予鼓励和肯定"接着再从故事中角色+事

物+情节来拓展儿童思路"最后以开放性问题结束的

一种活动-

&

.

$

三"国内外关于幼儿对话式阅读#

=[

$的

相关研究

#一$对话式阅读可以促进幼儿能力的发展

对话式阅读自
0̂2;40)*:;

于
#D$$

年提出后"

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以
0̂2B;40)*:;

的实验研

究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以往国内外文

献的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主要从*促进幼儿的语言能

力发展,+*增进幼儿的阅读能力与兴趣,+*提高学龄

前儿童的早期读写能力,+以及*提高幼儿的社会情

绪技能,四个方面进行$

#A

可以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自对话式阅读被提出以来"国内最初将研究目

的集中在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上$虽然研究目的

一致"但是研究的具体视角与研究对象各有不同$

研究对象方面#起初"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聚焦在

特殊儿童以及弱势儿童身上"旨在通过亲子或教师

与幼儿间的对话式阅读提高幼儿的词汇理解能力与

口语表达能力"或者改善被试者由于自身的疾病或

者家庭的低社经地位而导致的语言发展迟缓这一现

象-

HWC

.

$其后"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转向正常儿童"同

样是通过对话式阅读来促进适龄儿童的语言发展$

其中多数研究者仍然是将对话式阅读应用在亲子阅

读当中"并且以母亲与幼儿共读为主-

$W#"

.

$而张丽

君%

!"#$

&将研究视角转向父亲与幼儿之间的亲子对

话式共读上"研究者对父亲与幼儿之间的对话式阅

读进行了个案研究"并且研究发现"对话式阅读可以

有效增进父子之间的共读言谈以及互动氛围-

##

.

$

对话式阅读除应用在亲子之间外"还逐渐发展到教

师与幼儿之间"施淑娟+吕俊宏%

!"#%

&的研究结果表

明师幼之间的对话式阅读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

#!

.

$

研究方法方面#对话式阅读的研究从教育现场

实验逐步发展到质性研究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相结

合$我国前期的研究以实验法为主"比如研究者运

用教育现场实验辅之亲子共读问卷来检验对话式阅

读是否可以提高被试者的词汇理解能力与口语表达

能力-

$WD

.

$但同样运用实验法"另有研究者不再是比

较前后测的语言能力测验成绩"而是运用国际儿童

语料交换系统%

Q02-M],+

R

),

R

4=,;,U1>0,+

R

4/

<

:W

;47

&的人工转录分析编码系统%

Q(M4.(*;04V)W

7,+G+,-

<

:2:(.N*,+:>*2

K

;:

&与语料分析程序

%

Q02-M],+

R

),

R

4G+,-

<

:2:

K

*(

R

*,7

&"进行语言样本

的转录与分析"来探究对话式阅读介入后儿童于共

读过程中口语表达能力的具体改变"以研究儿童在

对话式阅读当中的主动参与度-

#%

.

$除实验法之外"

另有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来探讨对话式阅读如何

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比如吴簁仪%

!"#%

&+王

宝猜%

!"#F

&以及张丽君%

!"#$

&等研究者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加入了观察+省思与语言分析的研究内

容"进一步研究了对话式阅读的九种策略在的具体

应用情况"比如技巧与原则的使用频次与具体分布

等"研究发现#问题提示%

^

&以及评量%

U

&的使用频

次最高-

#"W##

"

#&

.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共读的过程进

行分析"不仅可以说明对话式阅读可以提高幼儿的

语言能力"并且可以详细知晓对话式阅读在使用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为后续研究提供具体详尽的操作

参考$

我国台湾地区以往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话式阅

读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研究方法的分布

较为均衡"实验法与质性研究齐头并进$相关研究

继承并发展了
0̂2;40)*:;

最初的实验设计"证明了

对话式阅读对提高华语儿童的语言能力同样有效"

并且还针对对话式阅读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质性

研究$

国外的相关研究以实验法和亲子阅读为主"以

质性研究和其他形式阅读方法为辅"研究对象仍然

是从特殊儿童转向正常儿童"进而集中在低社经地

位儿童以及流动儿童身上$但与国内研究不同的

是"研究的对象与视角更加具体$比如在研究对象

方面#

N,*M,

R

)2-,B0,*;0'a

%

!""C

&专门针对移民

儿童进行研究"研究者根据美国联邦移民指导原则

选择了四名
&BHAH

岁的移民母亲以及以西班牙语

为第一语言的幼儿作为被试者"研究结果表明对话

式阅读可以有效提高处于语言弱势地位的移民儿童

的口语能力-

#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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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方面#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致力于提高

幼儿语言能力的基础上"研究视角更加细致与具体"

比如将研究目的聚焦在提高幼儿的叙事能力以及语

音语义敏感度以及叙事能力上-

#FW#C

.

$另有研究者

针对提高幼儿的叙事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将

研究的重点进一步细化"旨在通过对话是阅读促进

幼儿的叙事结构以及自由回忆能力$

研究方法方面#以上研究均是采用传统的前测

B

后测控制组实验设计"但研究者
[(??a2>0,4-B

_4+

L

,72+

%

!"#"

&以
DF

名四岁半到五岁半的幼儿为

研究对象"将实验组进一步划分为*电子互动书籍

组,和*传统纸本书籍组,"研究结果证明无论利用哪

种书籍与幼儿进行亲子对话式阅读活动均可提高幼

儿的故事理解能力和自由回忆叙述故事的能力-

#$

.

$

[(??a2>0,4-B_4+

L

,72+

%

!"#"

&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了
0̂2;40)*:;

传统的实验分组"依据互联网发展的

时代背景发展出*电子互动书籍组,"是一种可借鉴

的全新实验设计$除实验法外"国外也有研究者运

用质研究方法对介入的过程进行研究"例如
aA:A

'

>,

R

:'(,++,BU-2\,?4;0B[(74(BQ);;2+

R

%

!"##

&

对介入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与转译编码"对主要照顾

者使用特定的六种提示技巧作出了质性描述-

#D

.

"此

研究不仅继承了
0̂2;40)*:;

的研究设计"并且在此

基础上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发展与

创新$

!A

在增进幼儿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方面具有显

著效果

国内外相关研究不仅将研究目的集中在提高幼

儿语言能力上"还发展出提高幼儿阅读能力与阅读

兴趣的相关研究$张淑婕%

!"#%

&采用前测
B

后测控

制组实验设计对幼儿进行对话式阅读的干预"后测

成绩表明"对话式阅读组在词汇理解能力+故事理解

能力与阅读兴趣均有显著提高并且具有持续性影

响-

!"

.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对话式阅读能够有效提

升幼儿的阅读主动性"阅读好奇心和阅读能力$对

话是阅读在提升阅读兴趣方面"不仅局限于幼儿"国

外有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共读过程当中的家长"

比如
],>()*aa

等%

!"#C

&通过亲子间的对话式阅

读介入证明了对话式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幼儿的阅读

兴趣同时还可以提高家长的共读信心-

!#

.

$

以上研究均是致力于通过对话式阅读的介入来

提高发育正常幼儿的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而另有

研究将研究对象转向了有阅读障碍以及有家庭阅读

障碍史的幼儿$

J24-M2+

R

W_,*+:-4

<

[);0

%

!""C

&的研

究表明家庭中的对话式阅读可以提高有阅读障碍幼

儿的阅读兴趣-

!!

.

"并且研究者
[);0J24-M2+

R

W

_,*+:-4

<

%

!""!

&通过对
%&

名具有阅读障碍高风险

的幼儿进行为期
$

周的对话式阅读介入来提高他们

的阅读能力与兴趣-

!%

.

$国内外此方面相关研究视

角更具体更新颖"将对话式阅读应用到了阅读障碍

高风险的幼儿群体上"使对话式阅读有了更大的社

会意义与应用范围$

%A

可以有效提高学龄前儿童的早期读写能力

国外研究者注意到对话式阅读可以提高学前儿

童的早期读写能力"并且发展出数量众多的相关

研究$

研究对象方面#在此方面的研究当中"研究对象

主要分为幼儿+幼儿教师以及父母三类$其中以幼

儿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又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正

常儿童,+*处境不利儿童,以及*读写困难儿童,身

上$

Q-4,*2+

R

0():4^ ^

%

!""C

&对
%""

名来自低收

入家庭的*处境不利儿童,进行对话式阅的介入"研

究结果表明对话式阅读的干预能够提高幼儿的字母

识记能力-

!&

.

$前期的研究均是以发育正常的儿童

为研究对象"而后续的相关研究将视角转向了*读写

困难儿童,"

[,0+6,(72]

%

!"#%

&对
%

名
%B%AH

岁

的读写困难幼儿进行为期
#"

周的对话式阅干预$

研究结果表明"读写困难幼儿在干预过后"其识字能

力与口语表达能力均有显著提升-

!H

.

$以上研究可

以说明对话式阅读对提高幼儿读写能力有效"另有

研究对干预过程中的幼儿教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92:/04*2BU

%

!""&

&以
%

名幼儿教师和
F

名幼儿

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对话式阅读的培训使幼

儿教师早期读写策略的运用频率增多-

!F

.

$

研究内容方面#研究者针对幼儿的读写能力进

行了细化的探究"研究内容广泛深入"视角新颖"并

且针对性强$研究者在一个主题下发展出一系列不

同方面的研究"从提高幼儿的语音意识+字母与识字

技能到词汇理解能力-

!CW!$

.

$

研究方法方面#在此类研究当中"研究方法仍然

是以实验法为主"质性研究为辅$大多数实验法的

实验设计均是*前测
B

后测控制组,实验设计"但有

研究者发展并创新了传统的实验设计"来探究对话

式阅读与其他介入方式哪种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幼

儿的读写能力$例如
_(2;['

%

!"#"

&将被试分为
=[

组+

a=[

组以及控制组"其中
a=[

组是*教师修改

策略组,"这一组的培训方式为教师讨论"邀请专家

与一线教师共同修改对话式阅读的技术"共进行三

个小时$随后以
F%

名
F

岁幼儿与
F

名教师为研究

对象"进行为期
$

周的介入活动$研究结果表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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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与
a=[

均可以提高幼儿的读写能力"但
a=[

更有效-

!D

.

$随后
[,0+6,(72]

%

!"#%

&发展出全新

的实验设计"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对话式阅读干预"而

是将被试分为对话式阅读组%

=[

&+角色游戏组

%

G_S

&和控制组"研究表明
=[

组比
G_S

组更有

效-

%"

.

$并且对话式阅读对幼儿读写能力的影响不

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不断的"有研究者对幼儿进行了

更长时间的介入"比如
Q(--44+UV)4?+4*

%

!"#"

&对

!B%

岁的幼儿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对话式阅读的干

预"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幼儿与控制组幼儿已经

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

%#

.

$

&A

可以提高幼儿的社会情绪技能与其他能力

对话式阅读不仅在提升幼儿语言能力和阅读能

力方面卓有成效"还可以提升幼儿的社会情绪技能$

研究者以情绪类绘本为介入载体"对幼儿进行为期

至少十周的对话式阅读介入"以提高幼儿的社会情

绪技能$此类研究当中相同的一点是严格根据标准

选择情绪类绘本"并且均是教师与幼儿不熟悉的

绘本$

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者最初仅仅致力于提高幼

儿的社会情绪技能"例如
a2+>2>a4-2::,/A

%

!""C

&

以
V4,M/;,*;

项目中的
##&

名
%

岁幼儿为研究对

象"对其进行以情绪绘本为中介的对话式阅读干预"

研究结果表明对话式阅读可以提高幼儿的社会情绪

技能-

%!

.

$在进行了一系列利用此方法来提高幼儿

的社会情绪技能之后"研究者将对象转向幼儿的父

母$例如
a(+2

R

-4N2..,+

<

%

!"#!

&以
%

名
H

岁幼儿

的母亲为研究对象"每名母亲在与幼儿共读情绪绘

本之后与幼儿的互动和合作行为显著提高-

%%

.

$

研究内容方面#此部分研究的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在通过对话式阅读来提高幼儿的情绪认知+情绪

理解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后续的研究不再拘泥于提

高幼儿的情绪能力"而是转向提高幼儿的其他社会

技能"比如同理心+勇气与爱心$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以实验法为主"但实验

设计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从最简单的*前测
B

后测

控制组,实验设计到根据干预场域不同而来的家庭

干预组+园所干预组以及控制组实验设计再到根据

不同的干预内容而发展出的
=[

组+

=[gU/

%

U7(W

;2(+/P2--

&组与控制组$

总体来说对话式阅读不仅仅是一种针对提高语

言能力的阅读方法"教师或父母在与幼儿共读的过

程当中"有效地使用
Q[b =̂

和
IUU[

技巧"并配

以不同主题的书籍"可以提高幼儿不同方面的能力$

比如
I)*

K

)*,='

等%

!"#C

&利用对话式阅读来探讨

数学知识与数学语言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对

话式阅读可以提高幼儿的数学能力-

%&

.

$并且另有

最新研究表明对话式阅读可以让幼儿获得更多的关

于反种族歧视的知识-

%H

.

$

#二$对话式阅读同样可以促进双语幼儿的发展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对话式阅读在西方和亚洲语

境下均可起到提高幼儿相关能力的作用"而有接续

研究证明对话式阅读不仅对以华语幼儿以及英语为

母语的单语幼儿有效"对双语幼儿同样有效$

有关促进双语幼儿发展的研究"多数采用移民

子女或者
a/V/

%

a2

R

*,+;,+M/4,:(+,- V4,M

/;,*;

&项目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验法来促

进幼儿第二语言的学习$比如
N:

<

?2+,S

%

!"#"

&对
F

名母语为英语+第二语言为西班牙语的
#AH

岁
B%AH

岁幼儿进行对话式阅读的介入"研究表明对话式阅

读可以提高被试者的西班牙语词汇量-

%F

.

$并且在

德语以及阿拉伯语的教育背景下"对话式阅读对第

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同样是有效的$

#三$对话式阅读培训方式的重要作用

对幼儿进行对话式阅读的介入主要通过亲子共

读与师幼共读两种方式"并且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

能力影响着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

%C

.

"那么如何培训

家长与教师就成为了对话式阅读介入能否成功的重

要影响因素$对话式阅读%

=[

&的相关研究始于美

国学者
0̂2;40)*:;

"研究者在
0̂2;40)*:;

原本培训

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与创新"比如视频培训+现场

表演培训+家庭与学校共同培训等方法对介入者进

行对话式阅读的培训"以保证其可以熟练有效地使

用
Q[b =̂

与
IUU[

九种策略$不仅培训的方式

在不断变化"培训的时间与频次也在不断发展"从最

初的介入前培训到介入前/介入中持续培训$随着

时代与科技的发展"在未来的研究当中会发展出更

多的培训方式来使对话式阅读的介入更加有效$

#四$科技在新时代对话式阅读中的应用

自对话式阅读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
%"

年"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样的新环境孕育了不一样的

新研究$

4̂:;-)+MaZ

等%

!"#C

&探讨了利用机器

人对学前儿童进行对话式阅读的介入是否可以达到

同样的效果$研究者对
&H

名
H

岁英语为母语的幼

儿进行了机器人的对话式阅读的介入"结果表明"机

器人的对话式阅读是极富有表现力的"机器人的声

音包括广泛的情绪表达"并且在提高幼儿的词汇量

上效果显著-

%$

.

$还另有研究将对话式阅读与电视+

电脑等电子产品相结合"以说明通过电子媒介对幼

儿进行对话式阅读同样可以提高幼儿的相关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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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近二十年国内外幼儿对话式阅读研究综述

四"相关研究述评

对话式阅读的研究起源于美国"逐渐发展到欧

洲+日本等地"我国台湾地区也有源源不断的相关研

究$因为大陆地区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研究

对象+方法与内容较国外与台湾地区相比都较为单

一"并且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国外比国内研究深入"台

湾地区比大陆地区深入的状态$所以本研究针对国

内外近
!"

年的的相关研究做以下述评"期望可以促

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

研究对象方面#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在研究初

期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发育正常的幼儿身上"进而

转向特殊儿童$在台湾地区与国外的接续研究当

中"研究者不仅看到了对话式阅读对幼儿的促进作

用"并且将视角转向了介入过程"发展出了一系列专

门研究幼儿教师与家长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对

话式阅读的训练与辅导可以使教师在与幼儿共读的

时候提供更多的开放性问题与引导"并且可以提高

父母的共读信心与兴趣"增进亲子关系$对话式阅

读不仅可以促进幼儿的发展"更能够使共读过程中

的教师与父母受益$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研究对象

不仅仅限于上述"研究者还注意到了具有明显特征

的群体"比如移民儿童和双语儿童以及台湾的新住

民等$综合来看"国外的研究对象更广泛"视角更新

颖"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家长+教师以及特殊群

体"这是值得国内相关研究借鉴的$

研究内容方面#关于对话式阅读的研究内容"国

内较为狭窄"仅集中在促进幼儿口头语言与阅读兴

趣的发展上"而国外则研究范围广泛"比如利用对话

式阅读促进幼儿的读写能力+社会技能+第二语言学

习以及改善自身疾病带来的阅读障碍等$不仅如

此"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将研究内容拓展至不同的

语言背景"研究表明对话式阅读%

=[

&在华语+英语+

西班牙语+德语+日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环境下均

有效$国外的研究还将对话式阅读与最新的科技相

结合"充分利用时代的优势"紧随时代的脚步"探究

对话式阅读在新时代下的使用空间与成效$国内的

研究要充分吸收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拓展研究内

容"将研究的内容丰富到介入过程等方面$

研究方法方面#大陆的相关研究均利用实验法"

通过比较前后测成绩"来说明对话式阅读对幼儿具

有促进意义$但与大陆相比"台湾地区的质性研究

偏多"不仅有实验研究"还有大部分行动研究+个案

研究与观察研究$但单就量化研究来看"大陆的实

验设计较为单一"国外的实验设计有很多不同的变

化"比如*家庭对话组
B

学校对话组
B

控制组,+*视

频培训组
B

现场培训组
B

控制组,等很多具有创新

意义的实验分组$以上实验分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

借鉴与操作意义$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的幼儿对话

式阅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文献的数量还

是丰富程度都远低于国外$我国将来的幼儿对话式

阅读研究应该扩大研究对象"创新实验设计"运用多

种研究方法"将对话式阅读真正运用到亲子共读与

师幼共读当中去$

(参考文献)

-

#

.

!

0̂2;40)*:;

"

EA'A

"

J,->(

"

JA]A

"

](+2

R

,+

"

QA'A

"

J2:>04-

"

'AUA

"

=4_,*

<

:04

"

_A=A

"

@,-M4\Wa4+W

>0,>,

"

aAQA

"

`Q,)-.24-MaAG>>4-4*,;2+

R

-,+

R

),

R

4

M494-(

K

74+;;0*()

R

0

K

2>;)*4?((P*4,M2+

R

-

'

.

A=494-W

(

K

74+;,-I:

<

>0(-(

R<

"

#D$$

"

!&

%

&

&"

HH!BHHDA

-

!

.

!

_(++24̂ 2+

R

WX2+Q0(O`Q,;04*2+4a>_*2M4WQ0,+

R

A

I*(7(;2+

R

],+

R

),

R

4 ,+M ]2;4*,>

<

=494-(

K

74+;

;0*()

R

0I,*4+;WQ02-M [4,M2+

R

2+ V(+

R

Z(+

R

I*4W

:>0((-4*:

-

'

.

AU,*-

<

UM)>,;2(+,+M=494-(

K

74+;

"

!""%

"

#&

%

!

&"

!%%B!&$A

-

%

.

!

王翩然"徐建华"

_*2,+OA:;)*7A

阅读方法对儿童表达

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

'

.

A

图书馆论坛"

!"#C

"

%C

%

&

&#

$%B$DA

-

&

.

!

宋晓敏
A

对话式阅读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叙事能力的影

响-

=

.

A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A

-

H

.

!

许秀萍"蔡宜
$

A

对话式阅读对于弱势幼儿的语言能力

之影响-

'

.

A

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报"

!"#F

"

%%

%

!

&#

F#A

-

F

.

!

林月仙"吴裕益
A

对话式阅读对学前身心障碍儿童语

词能力之影响-

'

.

A

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 特殊

教育研究学刊"

!""H

"

D&

%

!D

&#

&DA

-

C

.

!

于文文
A

对话式绘本阅读对提升智障儿童口语叙事能

力的研究-

=

.

A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CA

-

$

.

!

陈沛缇
A

对话式亲子阅读对幼儿词汇理解与口语表达

能力之影响-

=

.

A

台南#台南大学"

!"""A

-

D

.

!

陈佩勤"张丽君
A

亲子对话式共读图画书之语言分析#

母亲的阅读引导与幼儿的语言讯息-

'

.

A

教育研究学

报"

!"#&

"

&$

%

!

&#

#!CB#H!A

-

#"

.王宝猜
A

对话式亲子共读对幼儿口语表达能力之影

响#个案研究-

=

.

A

台南#台南大学"

!"#FA

-

##

.张丽君
A

父亲进行亲子对话式阅读之个案研究-

=

.

A

台南#台南大学"

!"#$A

-

#!

.施淑娟"吕俊宏
A

运用对话式阅读提升新住民幼儿语言

能力之研究 -

'

.

A

幼儿保育学刊"

!"#%

%

#"

&#

C#B#""A

-

#%

.王丽婷"童宝娟
A

学前儿童对话式阅读接入的主动参

与度-

=

.

A

台北#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FA

-

#&

.吴簁仪
A

越南籍妈妈之亲子对话式阅读介入成效-

=

.

A

台北#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A

-

#H

.

N,*M,

R

)2-,W0,*;0'a

"

Q(**4,@SAG::4::2+

R

;04U..4>;: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2,-(

R

2>[4,M2+

R

(+;04b*,-],+

R

),

R

4/P2--:(.a2W

R

*,+;I*4:>0((-4*:,;[2:P.(*[4,M2+

R

=2..2>)-;24:

-

=

.

AE,2+4:92--4

#

8+294*:2;

<

(.J-(*2M,

"

!""CA

-

#F

.

]494*[(:47,*

<

A=2:>)::2+

R

:;(*24:

#

8:2+

R

,M2,-(

R

2>

*4,M2+

R

2+;4*94+;2(+;(27

K

*(94P2+M4*

R

,*;+4*e:(*,-

+,**,;294>(+:;*)>;2(+A

-

=

.

b;;,O,

#

Q,*-4;(+8+294*:2W

;

<

"

!""$A

-

#C

.

]494*[

"

/k+k>0,-aA=2:>)::2+

R

/;(*24:

#

(+V(O,

=2,-(

R

2>[4,M2+

R

S+;4*94+;2(+S7

K

*(94:Z2+M4*

R

,*;W

+4*:eb*,-6,**,;294Q(+:;*)>;2(+

-

'

.

'()*+,-(.U1

K

4*W

274+;,-Q02-MI:

<

>0(-(

R<

"

!"##

"

#"$

%

#

&#

#B!&A

-

#$

.

[(??

<

a2>0,4-W_4+

L

,72+A64O ,̂

<

:(.[4,M2+

R

#

N04

S7

K

,>;(.,+S+;4*,>;294_((P(+X()+

R

Q02-M*4+e:

/;(*

<

Q(7

K

*404+:2(+,+MI,*4+;WQ02-M=2,-(

R

2>[4,MW

2+

R

_40,92(*:

-

=

.

A8/G

#

8+294*:2;

<

(.Q,-2.(*+2,

[294*:2M4

"

!"#"A

-

#D

.

aA:A

'

>,

R

:'(,++,WU-2\,?4;0W[(74(WQ);;2+

R

AN04):4

(.92M4(W?,:4M2+:;*)>;2(+

"

K

4*.(*7,+>4.44M?,>P,+M

*(-4

K

-,

<

2+;4,>02+

R

>,*4

R

294*:(.

K

*4:>0((-,

R

4M>02-W

M*4+;():4M2,-(

R

2>*4,M2+

R

:;*,;4

R

24:

-

=

.

A_(:;(+

"

a,::,>0):4;;:

#

6(*;04,:;4*+8+294*:2;

<

"

!"##A

-

!"

.张淑婕
A

对话式阅读与闪示卡识字阅读对幼儿阅读能

力与兴趣之影响-

=

.

A

台南#台南大学"

!"#%A

-

!#

.

],>()*aa

"

a>M(+,-MQ

"

N2::2+

R

;(+]=

"

4;,-AS7W

K

*(92+

R

I*4WP2+M4*

R

,*;4+Q02-M*4+e:G;;2;)M4,+MS+W

;4*4:;2+[4,M2+

R

N0*()

R

0,I,*4+; (̂*P:0(

K

(+;04

8:4(.=2,-(

R

2>[4,M2+

R

N4>0+2

5

)4:A

-

'

.

A[4,M2+

R

S7W

K

*(9474+;

"

!"#C

"

H&

%

!

&#

C#B$#A

-

!!

.

J24-M2+

R

W?,*+:-4

<

[AJ,>2-2;,;2+

R

Q02-M*4+e:U74*

R

4+;

]2;4*,>

<

8:2+

R

/0,*4M[4,M2+

R

#

,Q(7

K

,*2:(+(.NO(

a(M4-:

-

'

.

AG):;*,-2,+'()*+,-(.],+

R

),

R

4`]2;4*,W

>

<

"

!""C

"

%"

%

%

&#

#D#B!"!A

-

!%

.

[);0J24-M2+

R

%

_,*+:-4

<

A=494-(

K

2+

R

I*4

%

-2;4*,>

<

/P2--:@2,/0,*4M_((P[4,M2+

R

-

'

.

AG):;*,-2,+'()*W

+,-(.]4,*+2+

R

=2:,?2-2;24:

"

!""!

"

C

%

%

&#

#%B#DA

-

!&

.

Q-4,*2+

R

0():4^ ^A=2,-(

R

2>[4,M2+

R

A 0̂,; (̂*P:

Q-4,*2+

R

0():4S+;4*94+;2(+ [4

K

(*;A[492:4MA

-

'

.

A

0̂,; (̂*P:Q-4,*2+

R

0():4

"

!""C

#

%%A

-

!H

.

[,0+6,(72W]AAGQ(7

K

,*2:(+(. (̂*M]4,*+2+

R

2+

%WX4,*Wb-MQ02-M*4+G;W[2:P.(*],+

R

),

R

4,+M]2;4*,W

>

<

=2..2>)-;24:2+NO(Q(+M2;2(+:

#

=2,-(

R

2>[4,M2+

R

,+MG>;292;

<

W_,:4MS+;4*94+;2(+

-

=

.

Aa2++4:(;,

#

8W

6S@U[/SNXbJaS66U/bNG

"

!"#%A

-

!F

.

=,92:/04*2WUAAG+U+0,+>4M=2,-(

R

2>[4,M2+

R

G

K

W

K

*(,>0;(J,>2-2;,;4N

<K

2>,--

<

=494-(

K

2+

R

I*4W/>0((-

Q02-M*4+e:U74*

R

4+;]2;4*,>

<

/P2--:

-

=

.

A'(0+:(+Q2;W

<

#

U,:;N4++4::44/;,;48+294*:2;

<

"

!""&A

-

!C

.

_*,++(+

"

=2,+,

'

=,)P:,:

"

]2+M,A/;)M

<

2+

R

;04U..4>;

=2,-(

R

2>[4,M2+

R

V,:(+J,72-

<

a47?4*:e@4*?,-S+W

;4*,>;2(+:M)*2+

R

/0,*4M[4,M2+

R

A

-

'

.

A/*,;4'()*+,-

"

!"#!

"

!#

#

DB!"A

-

!$

.

E4,*/_

"

V4:;4*IIAI,*4+;S+;4*94+;2(+2:;:2+I0(+(W

M2,-(

R

2>U74*

R

4+;[4,M2+

R

O2;0I*4:>0((-Q02-M*4+

-

=

.

A@2*

R

2+2,

#

b-M=(72+2(+8+294*:2;

<

"

!"#"A

-

!D

.

_(2;['AGQ(7

K

,*2:(+/;)M

<

b+N04U..4>;:b.N04

/;,+M,*M2\4MG+MGN4,>04*a(M2.24M=2,-(

R

2>[4,MW

2+

R

I*(

R

*,7:b+U,*-

<

]2;4*,>

<

b);>(74:b.I*4W

:>0((-Q02-M*4+J*(7](OS+>(74Q(77)+2;24:

-

'

.

A

!"#"

"

#$&

%

&

&#

##""B##"DA

-

%"

.

[,0+6,(72W]AAGQ(7

K

,*2:(+(. (̂*M]4,*+2+

R

2+%W

X4,*Wb-MQ02-M*4+G;W[2:P.(*],+

R

),

R

4,+M]2;4*,>

<

=2..2>)-;24:2+NO(Q(+M2;2(+:

#

=2,-(

R

2>[4,M2+

R

,+M

G>;292;

<

W_,:4MS+;4*94+;2(+

-

=

.

Aa2++4:(;,

#

86SW

@U[/SNXbJaS66U/bNG

"

!"#%A

-

%#

.

Q(--44+UAV)4?+4*AV(74:)

KK

(*;.(*474*

R

4+;-2;4*W

,>

<

#

J(--(OW)

K

(.,>(77)+2;

<

W?,:4M27

K

-474+;,;2(+

(.M2,-(

R

2>*4,M2+

R

-

'

.

A'()*+,-(.G

KK

-24M=494-(

K

W

74+;,-I:

<

>0(-(

R<

"

!"#"

"

%#

%

%

&#

#DHB!"#A

-

%!

.

a2+>2>a4-2::,W/AA=2,-(

R

2>[4,M2+

R

O2;0U7(;2(+W

],M4+/;(*

<

?((P:

#

S+;4*94+;2(+a4;0(M:;(U+0,+>4

Q02-M*4+e:U74*

R

4+;]2;4*,>

<

,+M/(>2,-WU7(;2(+,-

/P2--:

-

=

.

AJ,2*.,1

#

E4(*

R

4a,:(+8+294*:2;

<

"

!""CA

-

%%

.

a>7(+2

R

-4N2..,+

<

AU1

K

-(*2+

R

I,*4+;:e8+M4*:;,+M2+

R

,+MG

KK

-2>,;2(+(. =2,-(

R

2> [4,M2+

R

0̂2-4N4,>02+

R

N042*I*4:>0((-4*:;04/(>2,-/P2--:G::(>2,;4M O2;0

Q()*,

R

4

"

U7

K

,;0

<

"

,+M](94

-

=

.

AJ-(*2M,

#

J-(*2M,

/;,;48+294*:2;

<

"

!"#!A

-

%&

.

I)*

K

)*,='

"

6,

K

(-2G[

"

4̂0*:

K

,++UG

"

4;,-A

Q,):,-Q(++4>;2(+:_4;O44+ a,;047,;2>,-],+

R

),

R

4

,+Ma,;047,;2>,-Z+(O-4M

R

4

#

G=2,-(

R

2>[4,M2+

R

S+W

;4*94+;2(+

-

'

.

A'()*+,-(.[4:4,*>0(+UM)>,;2(+,-U.W

.4>;294+4::

"

!"#C

"

#"A

-

%H

.

Z*2:;4+aAZ47

K

-4AX()+

R

Q02-M*4+e:Q)*2(:2;

<

G?();

I0

<

:2>,-=2..4*4+>4: G::(>2,;4M O2;0 [,>4

#

/0,*4M

[4,M2+

R

;(U+>()*,

R

4Q(+94*:,;2(+

-

'

.

AU,*-

<

Q02-MW

0((MUM)>,;2(+'()*+,-

"

!"#F

"

&&

%

!

&#

DCB#"HA

-

%F

.

N:

<

?2+,SA_2-2+

R

),-=2,-(

R

2>_((PW*4,M2+

R

S+;4*94+;2(+

.(*I*4:>0((-Q02-M*4+O2;0/-(OU1

K

*4::294@(>,?)W

-,*

<

=494-(

K

74+;

#

,J4,:2?2-2;

<

/;)M

<

-

=

.

AN(*(+;(

#

8+294*:2;

<

(.N(*(+;(

"

!"#"A

-

%C

.李少梅"马丽娜
A

早期阅读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

于共词分析的知识图谱研究-

'

.

A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

报"

!"#$

"

%&

%

"!

&#

%&B%$A

-

%$

.

4̂:;-)+M'aZ

"

'4(+

R

/

"

I,*PV^

"

4;,-AJ-,;9:A

U1

K

*4::294/;(*

<

;4--2+

R

#

X()+

R

Q02-M*4+e:]4,*+2+

R

,+M[4;4+;2(+(.,/(>2,-[(?(;e:6,**,;294

-

'

.

AJ*(+W

;24*:2+V)7,+64)*(:>24+>4

"

!"#C

%

##

&

A

(责任编辑
!

雷润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