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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children’s perspective, with mosaic approach, the study surveys children’s suggestions
on the choice of picture books in different grades in a kindergarten in Shanxi province, and it encodes and
analyzes the results with the software of NVivi12, on the basis of grounded theory. Statistics show that children’
s preference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ir experience, their interest the story, and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Besides, the cover design and the subject of the story also affect children’s attitude to the book to certain
extent. However, artistic style, styling,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book size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m. By
discussing the general features children’s preference in picture book choice and the dilemma of “children’s
involvement”, the study tries to propose strategies from the subjects of author and transmitter. The authors of
the picture books authors should take children’s voic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picture book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needs; Transmitt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and try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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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马赛克的方法倾听山西某幼儿园大、中、小班幼儿对绘本选择时的意见，运用NVivo12定性分析软

件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研究发现：幼儿对绘本的偏好主要受内部体验、情节、自身兴趣与经验以及角色形象等因素的影

响，除此之外绘本的封面和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对绘本的态度，而艺术风格、造型、图画技法、开本对幼儿绘本选择的影响

较低。最后对幼儿绘本选择偏好的总体特点以及“儿童参与”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讨论，并从绘本的创作者和传递者两个不同的主

体提出可能的突破策略：绘本创作者：倾听幼儿的声音，理解幼儿的需求；绘本传递者：重视幼儿的参与，构建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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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人类生存离不开三样东西，分别是水、空气和语

言。水和空气代表了自然，语言则代表了人类文明。

绘本，正是用喷涌而出的语言让孩子感受生的欢乐，给

予孩子生的力量。［1］2-3 绘本因其涵盖广泛的主题，融入

了必要的启蒙知识与一定深度的哲理情思，为儿童营

造了良好的情感氛围，支持其开展个性化的阅读活动，

是儿童开展早期阅读的主要媒介［2］。在绘本活动广

泛开展的今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绘本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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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图书的投放均以成人角度为考量，较少倾听儿童

的声音，这种做法颠倒了绘本阅读中的主客体关系，没

有弄清楚谁在阅读以及需要怎样的绘本。

在传统的童年研究中，儿童是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而存在的。他们的声音经常被社会所忽视，直到20世

纪80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应当尊重儿童的观点［3］。

近几年，随着儿童赋权运动的兴起、新童年社会学研究

的深入，儿童逐渐被看作是有能力的个体、积极的社会

行动者，因此，基于“儿童视角”的研究也成为了儿童教

育中新的研究取向。本研究便从儿童视角出发，关注

点从知识维度转向经验维度，即从关注成人绘本投放

的适宜性及组织的合理性转向思考幼儿喜欢绘本的样

式，他们真正想读的是什么样子的绘本。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选用

儿童是绘本阅读活动的“局中人”，站在他们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是了解他们世界的关键，马赛克方法（Mosa-

ic Approach）正是运用参与式观察、幼儿会议、投票、自

主摄影、绘画、幼儿之旅等多种方法去倾听他们声音，获

得儿童的经验和看法，形成基于儿童视角的研究观点。

本研究共收集观察记录12篇；幼儿会议49次（集

体会议5次、好朋友会议18次、个人会议26次）；幼儿

之旅3次；摄影作品35个；绘画38幅；有效投票86次。

研究者首先将以上材料转化成word文档，将word文档

整理录入NVivo12(plus)中，形成文字18376字。再依

据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从资料中产生概

念；不断对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

成性理论问题；最终构建理论，并对初步分析的资料进

行逐级编码，通过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核心式登

录3种编码，形成核心类属概念，达到理论上的饱和与

完整［4］，最终将这些马赛克片区拼成一幅有关幼儿绘

本选择偏好的“整体图画”。

（二）研究参与者的选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山

西某省级示范园为被试园，该园历史悠久，教学质量较

高，且该园幼儿有一定的绘本阅读的基础，是理想的被

试园。为了提高研究的可信度，更有力的说明幼儿绘

本选择偏好的问题，研究者在该园中随机抽取了大班

（36人）、中班（32人）、小班（25人）共计93名幼儿作为

研究的参与者。研究者首先进入该园对幼儿的晨间自

主阅读、亲子共读、图书漂流、集体教学活动、区域活动

等有关绘本阅读的活动进行为期3周的观察，在此基

础上运用马赛克法，开展参与式研究2个月，在收集足

够的研究资料后撤离了研究现场。

三、研究结果

（一）儿童视角下绘本选择偏好整体情况

研究者从原始材料中经过一次编码形成476个意

义单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反复研读，提炼出103个自

由节点，并将这些自由节点编码成31个树状节点。通

过核心式登录，考虑这些节点概念的内在联系，最终将

相关节点概念链接起来，提炼形成10个核心类属。具

体幼儿在选择绘本时的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核心类属（参考点总数）

内部体验（94）

情节（83）

自身兴趣与经验（71）

角色形象（70）

封面（46）

题材（44）

艺术风格（26）

造型（20）

图画技法（12）

开本（10）

占参考点（总数）百分比

19.7%

17.4%

14.9%

14.7%

9.7%

9.2%

5.5%

4.2%

2.5%

2.1%

树状节点及其包含的参考点

快乐体验（69）；“赋能”体验（25）

有趣的（47）；对“未知”的探索（12）；不可能事件（7）；隐藏的细节（好玩的

细节13、可回味的细节4）

已有的阅读经验（28）；有相关的影视作品（19）；天然的兴趣（24）

拥有超能力（36）；年龄外形较小（17）；符合性别期待（11）；凸显人物面部（6）

材质（硬壳1；软皮3；布类5）；完好程度（4）；封面重点形象（人物11、食物5、

动物16、风景1）

童话故事类（13）；生活故事类（12）；认知探索类（10）；性格习惯养成类（9）；

卡通艺术画风（20）；超现实注意画风（4）；抽象派画风（2）

异形（7）；立体、多层次、可探索（13）

铅笔画（2）；水彩画（5）；油画（2）；拼贴画（3）

大小（小开本6、大开本1）；方向（横开本1，竖开本2）

表1 参考点在核心类属和树状节点的比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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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表格对幼儿绘本选择偏好树状节点占

核心类属参考点的梳理，可以看出幼儿在选择绘本时

主要受内部体验、情节、自身兴趣与经验以及角色形象

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绘本的封面和题材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幼儿对绘本的选择，而艺术风格、造型、图画

技法、开本对幼儿绘本选择的影响较低。基于对幼儿

观点的反复研读，整理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二）幼儿内部体验对绘本选择偏好的影响分析

1.“快乐”的体验

在个人会议中，研究者请幼儿推荐一本绘本并说

出理由时，幼儿常会这样表述：“你看《今天我是可爱的

小傻瓜》里面小朋友好有趣，笑死我了”、“大卫吃口香

糖弄了自己一脸，每一页都有大卫，太好玩，好开心”。

“笑”、“好玩”、“开心”是幼儿在描述自己选择喜欢绘本

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些词汇蕴含着幼儿在绘本

中体验的乐趣，是其对绘本最高的评价。一本绘本是

否能给幼儿带来快乐，是幼儿接受此绘本的基础，好的

绘本可以带给孩子快乐的体验，帮助孩子宣泄烦恼，稳

定情绪，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些能引人发笑、耐人寻

味的绘本最容易被孩子接受和喜爱［5］10 。

2.“赋能”的体验

赋能一词最初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其内涵强调

自上而下释放权利。近些年随着人们教育观念的更

新，教育者也意识到在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中应该更多

的“赋能”给幼儿，承认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发展者。在

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发现，绘本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

的“赋权”程度与活动结果呈正相关。诸如，“老师让我

选一本喜欢的绘本一会讲给我们听，但为什么没有讲

呢？”类似这些孩子对绘本活动参与中的困惑会直接影

响其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制约绘本活动的结果。相反，

那些活动中幼儿自主选择的绘本，在之后很长一段时

间都会成为幼儿挚爱的书籍，如，“我最喜欢《好脏的哈

利》，因为这本书是我从家里带来讲给小朋友的”。

（三）幼儿对绘本情节的偏好分析

1. 有趣的

笑是孩子的“维他命”，幼儿对一本绘本的情感态

度常来自于这本书是否有趣、好玩，“《生活好离谱》真

搞笑，把牙齿当做了鸡腿，把球当成了肉，冰箱里怎么

放了衣服和锯子，好奇怪”、“鼠小弟可以把背心变大，

真好玩”，这些绘本阅读中的自言自语可以看出孩子对

这些“有趣情节”的喜欢。研究者通过反复研读、梳理

幼儿在个人会议中的表述，他们选择喜欢绘本的原因

中“有趣”、“搞笑”、“好玩”出现了174次，显而易见，有

趣是幼儿选择绘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 对未知的探索

“快来看《天空100层的房子》，地下除了有蚯蚓、

化石和还有岩浆，可以泡温泉呢”、“这本书讲的小朋友

做梦，什么是梦呢？你做过梦吗？”这些都是大班幼儿

在好朋友会议及自主阅读活动中的交谈，随着年龄的

增长幼儿对绘本的要求不再只是“有趣”，他们更加关

注可以提供他们新经验、满足其对未知好奇的情节。

3. 不可能事件

幼儿对一些不符合其认知期待，认为不可能、不

合常理的故事情节表现出了较浓厚的兴趣，如，在集体

会议时，幼儿相互交流“《要是你给老鼠玩手机》这本书

你们看过吗？我觉得老鼠是不可能玩手机的”、“《肚子

里有个火车站》好有意思，火车怎么进了肚子里了？”这

些出乎幼儿意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情节往

往会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产生阅读的欲望。

4. 隐藏的细节

“《玛德琳》里面有一个带红帽子的人为什么一直

背对着我，我想看看他的样子”、“《阿利的红斗篷》中的

小老鼠为什么一直在跑，一直在动？”幼儿口中的这个

“戴红帽子的人”和“一刻也停不下来的老鼠”并不是绘

本中主要角色、关键性因素，可这些好玩的、可回味的

细节却被孩子敏锐的捕捉到，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四）幼儿自身兴趣与经验对绘本选择偏好的影

响分析

1. 已有的阅读经验

“我喜欢《肚子里有个火车站》，因为妈妈手机里

有，给我讲过”、“我喜欢《子儿，吐吐》，我看过海豚，妈

妈带我去过海洋馆，我家里也有这本书”。重复是孩子

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孩子的这些重复阅读看似是相

同的，实际上获得的感受是具有差别性，随着重复地行

为，个体会逐渐积累富有意义的变化，并且幼儿在这些

熟悉的绘本中可以寻找安全感和体验成就感。

2. 有相关的影视作品

随着近些年国内动画产业的繁荣，一批优秀的

国产动画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以其高强度的感

官刺激深受幼儿喜欢，幼儿往往会因为对一部动画

影视作品的热爱去喜欢一本绘本。这表现在投票环

节中，共有26名幼儿选择了《哪吒闹海》，“我喜欢看哪

吒，因为我在电影院看过”、“家里有哪吒的电影，我小

时候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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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然的兴趣

个人自身的兴趣，对事物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幼儿

对绘本的喜好。例如，“我喜欢《恐龙大百科》，原来世

界上有这么多恐龙啊”，“我不喜欢恐龙的书，很恐怖”

同样两个性别相同的中班幼儿对同一本绘本却持有截

然不同的态度，这与其个人的天然兴趣有直接的关系，

幼儿一般倾向与选择与个人兴趣一致的绘本。依据多

元智能理论，不同的个体，其风格、智能、潜能都具有广

泛的差异性，这样的差异性会使得孩子在绘本活动中

选择不同的绘本进行阅读，并对某一类型的绘本情有

独钟。

（五）幼儿对绘本角色形象的偏好分析

1. 拥有超能力

在幼儿的生活中由于经验、能力的不足，其诸多

的需求需借助成人的帮助来达成，孩子身体上弱小，但

精神世界无时无刻都在憧憬长大与承担主要角色，这

样心理需求往往会借助文学作品来得到满足。“哪吒很

厉害，他有乾坤圈风火轮，可以打败敖丙”、“我想和彼·
得潘一样想飞到哪里都可以”。

2. 年龄外形较小

“《精灵鼠小弟》的鼠小弟好可爱，小小的”、“你看

这只小鸭子好可爱，它比所有的鸭子都小”。这些在个

人会议中幼儿语言的表述都可以看出外形、年龄较小

的人物形象符合幼儿审美兴趣，是吸引他们选择绘本

进行阅读的因素之一。

3. 符合性别期待

幼儿在进行绘本选择时，是否符合个体对角色性

别期待也影响其对绘本的情感倾向，幼儿往往倾向于

选择那些角色与自我性别一致的绘本进行阅读。“不喜

欢《植物大战僵尸》，因为我不喜欢男孩子的书”，“我喜

欢有公主故事的绘本”。

4. 凸显人物面部

“《小鸡鸡的故事》很好看，我喜欢这个小朋友的眼

睛，眯成一条缝”，“大卫的眼睛像一颗黑豆豆”，“我喜

欢《红色的棒棒糖》，有一个大姐姐，脸大大的，很漂

亮”、“《可爱的小雀斑》姐姐的嘴很漂亮”。这些是幼儿

在好朋友会议中常见的谈论内容，尤其在小班幼儿对

人的面部表情格外感兴趣，他们喜欢去观察绘本中人

物的面部，并开始试图去辨别理解表情背后的含义。

（六）幼儿对绘本封面的偏好分析

1. 封面材质

在小班的好朋友会议中，2名幼儿说道：“我不喜

欢《毛毛虫吃什么》，因为有点重，我（拿着）累”。看来

在低年龄段，绘本硬壳重量的超负荷性会影响幼儿对

绘本的态度。通过对绘本自主阅读的观察发现幼儿对

教师自制的布类绘本表现出了较多兴趣，如幼儿说道：

“我喜欢这本《好饿的毛毛虫》，摸起来很舒服，像我的

毛巾”。看来在小班，相比硬壳类的绘本，孩子更喜欢

布类以及软皮封面的绘本。在中大班中，封皮的材质

不再是影响孩子选择绘本的主要因素。

2. 完好程度

通过观察，发现幼儿在自主阅读活动中较少选择

封面有破损、折痕、污渍的图书。在幼儿之旅中，中、大

班幼儿均有：“我不喜欢这本图书，因为它破了”、“这本

书被XX给抹上油了，我不要读了”、“我不看这本，它

的‘皮’皱了”等表述，看来在中大班绘本封面的完好程

度也影响幼儿对该绘本的喜好。

3. 封面重点形象

小班集体会议中，幼儿说道：“我喜欢《红色的棒棒

糖》，因为它的‘书皮’上有个好大的棒棒糖”，大班好朋

友会议中幼儿表达出“我喜欢《我妈妈》因为它（封皮）

上面有漂亮的妈妈”、“我喜欢看‘小鸭子’，因为鸭子小

小的，好可爱”。看来，绘本封面如果重点突出的是孩

子喜欢的食物、熟悉的动物及人物更容易被幼儿注意

与喜爱。

（七）幼儿对绘本题材的偏好分析

1. 童话故事类绘本

童话类的绘本是无论什么年龄段幼儿都普遍喜

欢的绘本题材，童话以其瑰丽奇妙的想象为孩子营造

了一方纯粹美好的心灵乐园，孩子可以在童话世界中

进行一次次新奇的探险，勾勒一幅幅梦幻的画面。因

此，在观察中孩子时常感叹：“我也想飞去彼得·潘的永

无岛”、“我要和小熊维尼一起坐着雨伞去救小猪，呜呜

的飞”。无疑充满想象的童话类绘本是孩子最喜欢的。

2. 生活故事类绘本

小班幼儿对生活故事类绘本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该类绘本以现实中的幼儿为主要角色，以他们的日常

生活、活动为主题的故事，孩子很容易角色代入，产生

共鸣，“看，大卫妈妈不让他站在椅子上，我妈妈也和我

说不让站在椅子上”、“我妈妈也会做蛋糕，会做牛奶味

的蛋糕，我妈妈还会跳舞”。

3. 认知探索类绘本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在中、大班后，孩子受认知

内驱力的驱动，好学好问，他们更加喜欢可以提供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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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科学探索类绘本，“地下竟然有钻石和蚂蚁，好神

奇”、“《恐龙大百科》里面竟然有这么多恐龙”、“《点点

点》点一下就可以看到下一页的变化，可以看到红、黄、

蓝，很神奇。颜色还可以变大，不断变大”。

4. 社会交往、性格习惯养成类绘本

幼儿之旅中发现多名女孩更关注社会交往与性

格习惯养成类的绘本，她们会谈论：“《伟大的小丑》很

伟大，撞到东西，腰折了，还想办法继续表演”、“《我的

优点是什么》很好看，因为它告诉我们可以互相暖手、

帮助别人”。

（八）幼儿对绘本艺术风格的偏好分析

佩里·诺德曼认为，绘本的风格不是一项独立的

属性，而是作品各方面整体考虑的效果之和，风格产生

于艺术家对主题及呈现方式所做的各种选择［6］9 。

1. 卡通艺术画风

在自主阅读活动中，大卫·香农创作的大卫系列

常被幼儿选择，绘本中大卫稚嫩夸张，仿佛出自于孩

子的涂鸦，但幼儿却很喜欢这样形象的大卫。因此，

研究者在不同年龄段随机抽选了15名幼儿进行了个

人会议，在幼儿的回答中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描述：

“《田鼠阿佛》里面的小老鼠长的好可爱”从幼儿的话

语中我们看出贴近幼儿年龄特征的卡通艺术风格更受

幼儿的喜爱。

2. 超现实主义画风

幼儿之旅中，幼儿会与老师及同伴谈论：“《华夫先

生》这个书中的西蓝花和我平时吃的一模一样啊”、“老

师你看这个小凯哥哥，和真的一样，一开始都吓我一

跳，还以为是真人”幼儿会被这些逼真画面所吸引，引

起其阅读的兴趣。

3. 抽象派画风

投票环节中有1名幼儿将最喜欢的绘本投给了

李欧·李奥尼的《小蓝和小黄》，在亲子阅读活动中，也

有幼儿会主动选择此绘本，并且主动承担绘本讲述的

角色，向其父母讲述该绘本。作者摒弃传统具象，用

一蓝一黄两个近乎圆形的抽象色块表达内容一定吸

引着孩子。

（九）幼儿对绘本造型的偏好分析

1. 异形

在自主摄影收集到的35幅作品中，研究者发现其

中异形绘本摄影作品占6幅，《学系鞋带》、《你好，姆

明》、《Mather Price兔宝宝》等异形作品出现在多位

孩子自主摄影的作品中，“我喜欢这个书，它像一个鞋

子”、“你看这个书像一个好大的河马，好有趣”。

2. 立体、多层次、可操作

研究者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幼儿分别作了绘本造

型的投票，并让幼儿在投票结束后说出自己选择的

理由。结果发现在小班、中班、大班均呈现相似的结

果：相比平面的设计，绝大多数幼儿更喜欢图书内页

的多层次设计以及立体设计，如：“我喜欢《噼里啪

啦》，因为这里面的车可以立起来”、“《我要拉 》这个

书里面还可以把门打开，可以看到鳄鱼和小猪拉 ，

好有趣”。

（十）幼儿对绘本图画技法的偏好分析

1. 铅笔画

“我喜欢《我妈妈》，因为我会用铅笔画出和书里一

样的花朵”、“老师，你看这个《流浪狗之歌》中的狗狗感

觉好孤独啊”。看来无论彩铅绘制出的温馨画面还是

铅笔勾勒出的孤寂、悲苦的流浪狗的命运，均能被幼儿

敏锐的捕捉、感受。

2. 水彩画

水彩的透亮、轻盈、亮丽而又温润流畅，常常可以

画出梦幻般瑰丽的画面，在自主摄影中有8名幼儿拍

摄了《嘟嘟和巴豆》、《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用水彩创作

的绘本。不难看出水彩画色彩的丰富与亮丽符合幼儿

的审美心理特征，成为影响幼儿选择绘本的因素。

3. 拼贴画

同样在自主摄影中，另一类绘本《好饿的毛毛虫》、

《我要摘月亮》也成为幼儿拍摄的素材，这一类作品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拼贴来进行绘画创作，这种

技法更贴近孩子天真烂漫的个性，备受孩子喜欢。

4. 油画

一日午后区域活动中，绘本角的一名幼儿选择了

《爷爷没有穿西装》，在静静看完绘本后，孩子没有动，

只是静静坐着，随即说道：“老师，我有点伤心”。看来

浓厚的油彩、刮擦、单一的色调为孩子营造出了一种可

以感受情感的氛围。

（十一）幼儿对绘本开本的偏好分析

小班幼儿相比较大的开本更喜欢小的开本，在幼

儿之旅中，幼儿说道：“我喜欢《谁的声音》，我翻起来很

方便”、“我要拿《我爱动物》和《真好吃》看，可以把它装

进口袋里”。中班和大班幼儿不再以开本的大小决定

自己对绘本的喜好。

而绘本开本的方向对幼儿绘本偏好的影响则较

低，只有3名幼儿注意到了绘本方向的不同：“你看我

尸巴尸巴

尸巴尸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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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的绘本《古纳什小兔》，它的画扁扁的，好长”，除此之

外很少有幼儿注意到看到开本的问题。

四、研究讨论

幼儿在与成人的互动中形成认识，构建世界，因

此，本研究主要围绕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绘本选择偏好

进行分析，以及从儿童视角出发探讨幼儿与成人互动

中的问题。

（一）幼儿绘本选择的偏好特点的总体分析

1. 共同偏好的因素

（1）有趣的情节、快乐的体验

“好玩”、“有趣”、“好开心”这些词语是孩子在描述

选择绘本原因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无论什么年龄

段幼儿，乐趣都是引发其绘本阅读的内驱力。李前春

在其硕士论文中也提到“幽默有趣”是幼儿最为看重

的，幼儿会关注到图画书带给他们的情感体验［7］，这也

印证了一点：幼儿绘本的选择和阅读多半都是从“好

玩”出发，优秀的绘本无不欢乐明朗，溢满童趣。绘本

给予幼儿的启蒙正是在不经意的乐趣中自然显现的。

绘本以其生动的形象、多姿的画面，使幼儿获得愉悦的

感受，在充满想象的国度里完成人生早期的启蒙任务。

（2）童话、生活故事类的题材

通过反复研读原始资料，发现无论什么年龄段的

幼儿，都偏向于选择童话类和生活故事类的图书。童

话因其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洋溢着浓郁的游戏精神，

充满童趣，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和需要，因此，广泛地

被幼儿所喜欢和接受。在幼儿时期其“自然属性”本能

还占据优势地位，童话中的拟人、夸张、象征等手法的

运用顺应了幼儿认识、探究世界、改造甚至主宰世界的

强烈愿望，因此，他们对童话情有独钟。生活故事类绘

本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幼儿为主要角色，以他们的日常

生活和活动为题材，它直接表现幼儿的现实生活，幼儿

有较强的代入感，读起来感觉熟悉而温暖。

2. 绘本选择偏好的年龄差异

（1）细节与整体的关系

本研究中发现一个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即

年龄越小，绘本的细节对幼儿绘本选择的影响就越

大。在幼儿会议与幼儿之旅中研究者均发现，小班幼

儿往往会因为绘本的某一个细节而去选择一个绘本。

如，人物的某个细节“我喜欢《好脏的哈利》封面狗狗的

脚”；或是绘本内页的某个细节，“这本书里面有一颗好

大的树，上面长满了苹果”。小班幼儿受知觉发展的限

制，对事物的观察理解往往不够全面，他们往往会被某

个细节所吸引，哪怕其并不是全书的关键性因素。而

进入中班之后这样的趋势逐渐降低，影响其对绘本的

态度取决于绘本的整体故事及情感氛围。

（2）认知探索需求的不同

幼儿进入大班之后，随着理智感的发展，幼儿对

从绘本中获得认知的需求显著提高，在投票环节中，大

班幼儿17（共36）人都投给了《100层的房子》等认知探

索类的绘本，他们期望从绘本中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

并因获得新的经验而获得成就的体验。在刘玉红的研

究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她认为中班幼儿更关注是否可

以从图画书中获得知识或教育意义以及图画书中角色

的具体特点［8］。

（3）社会性发展诉求的差异

中班幼儿随着社会认知的发展，对绘本中社会行

为及社会关系的描述开始产生兴趣，如，在幼儿之旅中

幼儿向研究者推荐：“我们选《走迷宫》把，可以给别的

小朋友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二）“儿童参与”的困境分析

1. 成人与幼儿对绘本选择的关注差异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审视，研究者发现以往的

研究中较少考虑成人与幼儿在选择绘本时关注的差

异，而对这种差异的忽视其本质是对儿童权利的漠视，

不利于发现支持儿童的行为。因此，本研究也考察了

成人在选择绘本时关注的主要问题。

（1）关注教育功能

“好的绘本要让孩子明白点什么道理”、“总不能让

孩子瞎读吧，得选一点获奖的作品”、“大班的孩子了，

再看些简单情节的绘本就没必要了”。可见，成人非常

关注幼儿究竟能在绘本中获得了什么，而忽视了绘本

对幼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幼儿是在自然而然、愉悦

的心境中发生变化，获得成长。

（2）关注新的经验

老师希望孩子能通过更新绘本使幼儿获得新的

知识经验，“集体活动中不会再讲之前讲过的绘本了，

因为也讲不出什么了”，也会用“这本你都看过了，再看

没意思了，换本吧”类似的话语对幼儿进行指导。教师

往往忽视了幼儿喜欢重复地阅读，他们可以在重复中

获得新的认识，建构新的经验。

（3）关注与课程的关系

教师在绘本教学活动中，常会依据教学计划进行

绘本选择，选择哪本绘本进行教学取决于具体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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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这时绘本就成为了教师达成教学目标的工具。

2.“儿童参与”的现实困境

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开放式访谈可知，教师大多意

识到“儿童参与”的重要性，并且承认幼儿自主选择绘

本的能力。“一天一个孩子说‘老师我们一会讲《走丢

了》，我们应该让小朋友知道走丢了要找警察帮忙，回

到妈妈身边’。”老师为幼儿的想法感到震惊，并且认为

很多时候孩子的想法是合理的，并能根据幼儿的反馈

调整自己的教学。但由于幼儿园繁重琐碎的工作任务

所累，教师真正与孩子交流时间有限，往往会不自觉地

以自身视角为幼儿选择绘本。

家庭中，家长往往受传统观念“儿童是不成熟的

个体”以及潜意识中捍卫成人权威的影响，往往在绘本

选择中越俎代庖，包办替代。这都造成了在绘本选择

中“儿童参与”的缺失与不足，也是本研究致力于运用

儿童视角进行研究的初衷与意义。

五、教育建议

（一）绘本创作者：倾听幼儿的声音，理解幼儿的需求

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态度，他们的所见、

所感、所思都与我们不同，是人生自然的另一面［9］。儿

童视角正是强调努力发现和理解世界在儿童眼中的意

义，理解儿童是如何积极主动地构建自己的生活。我

们的绘本创作者需要理解儿童，转变对儿童的看法，将

儿童视为有能力表达认识和看法的主体，这种“积极主

动的幼儿形象”能帮助创作者蹲下身来和幼儿平等对

话，走进儿童的世界。因此，绘本创作者可以走进幼儿

园与儿童一起阅读，帮助其更了解幼儿的所思所想。

同时，我们的幼儿园可以联系本地区的绘本创作者，建

立自己的“专家库”，双方密切交流合作，最终使创使者

创作出幼儿真正喜欢的绘本，也能无形中提高本园幼

儿绘本阅读质量。

随着动画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一股“哪吒”的热

潮也在幼儿园中蔓延，幼儿更多的选择、谈论“哪吒”

系列的绘本。但总体来看目前国产绘本数量屈指可

数，质量良莠不齐，幼儿更多谈论的、关注的是国外的

绘本，希望绘本创作者可以根植我国文化的厚土中，

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绘

本作品。

（二）绘本传递者：重视幼儿的参与，构建发展共同体

在幼儿与绘本之间有一个传递媒介，而主要传递

媒介就是教师和家长。作为幼儿教师和家长首先要转

变儿童观，尊重幼儿自主发展的需要，理解幼儿个性化

阅读的需求。知道只有由个体自主选择的绘本才能真

正激发幼儿阅读的兴趣与需要，在绘本阅读的活动中

重视幼儿的参与，家长可以与儿童角色对换，以不同的

身份进行绘本阅读，帮助其理解孩子眼中喜欢的绘本

样式；其次，科学合理的为幼儿配备绘本，重视儿童的

参与不代表完全否认成人的指导作用，作为成人需要

在了解幼儿绘本偏好的基础上，帮助幼儿筛选掉一部

分劣质、不符合幼儿年龄发展特点的绘本。同时，要加

强家园的合作与交流，只有家长、教师、幼儿构建成参

与的共同体，才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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