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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上海145对亲子阅读互动视频，制定4个维度24个项目的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对亲子阅读互动行为进行聚类

分析，确定5种类亲子阅读互动类型，探讨亲子阅读互动的4个维度、5种类型与儿童阅读兴趣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亲子

阅读互动编码表包含4个维度:策略、回应、教育和情感。其中策略、回应和情感3个维度正向预测儿童的阅读兴趣，解释率达

到42%。2）亲子阅读互动可分为5种类型:策略回应型、分享阅读型、陪伴阅读型、教育阅读型、只读型。其中，亲子阅读为分享

阅读型的儿童阅读兴趣是最高的，亲子阅读为教育阅读型或只读型的儿童阅读兴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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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hanghai 145 pair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ve videos，a coding table of four dimensions
and 24 items is developed，and a cluster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 behavior to determine five type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five type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 and children’s reading interest.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coding table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emotion，strategy，education and respons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motion，strategy and response positively predicted
children’s reading interest，with an explanation rate of 42%.（2）There are five type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 the strategic
and response reading，the shared reading，the accompanying reading，the educational reading and the straight reading. Among them，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child reading is shared reading have the highest reading interest，while that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
child reading is educational reading and the straight reading have the lowest reading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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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亲子阅读是早期阅读的研究热点之一［1］，亲

子阅读是指家庭情景中父母和孩子共同阅读故

事书或图画书的一种亲子阅读活动［2］，是一种强

调亲子间互动的阅读方式［3］。亲子阅读的数量

和质量是研究者关心的两大角度，随着研究深

入，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亲子阅读的频率也许

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儿童发展，阅读频率

并不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4-5］，更多研究

者开始关注亲子阅读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高质量的亲子阅读是指父母在亲子阅读中使用

多种积极的阅读策略，促进儿童对阅读活动的

积极参与，从而达到提高儿童早期读写能力和

阅读兴趣的目的［6］;高质量的亲子阅读强调儿童

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目标能促使父

母与儿童之间对话变多，让儿童能对故事进行

自我加工，最终儿童能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这个

故事［7］，以此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叙事能力等各

种能力的发展。来自脑科学的证据也证明了亲

子阅读的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高质量的亲

子阅读与左侧脑区的激活有关，左侧脑区的功

能包括表达性的复杂语言、社会情感联结和工

作记忆［8］。因此，评估亲子阅读质量对于了解亲

子阅读状况，进行有针对性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周兢根据亲子互动程度，即母亲对儿童的

反应是否敏感，阅读中是否提问、讨论等情况，

将亲子阅读分为平行式、偏离式和合作式三

种［9］。孙晓轲对3-6岁儿童的亲子阅读特征进

行深度分析，将亲子阅读互动分为阅读评论模

式、逐次问答模式、仅阅读模式以及儿童主动模

式这四种主要行为模式［10］。张鉴如和杜丽静发

现，母亲使用“反馈更正”“反馈重复”“要求信

息”“要求注意”“自发性给予”的互动类型较

多［11］;从儿童主动发起的互动而言，儿童使用“反

馈反应”“反馈重复”“要求澄清”“回应性给予”

的互动类型较多。Baker 等人按照由谁来发起

阅读活动，把阅读中的亲子互动划分为三类:由

儿童主导的阅读、由父母主导的阅读、父母与儿

童共同主导的阅读［12］。DeTemple和Tabors将母

亲在亲子阅读时所采用的互动模式分为四种类

型:只读型、标准型、非读型和朗读型［13］。

国外关于亲子阅读互动编码的研究相对较

多，评估编码工具使用较多的是DeBruin-Parecki

在1999年开发的亲子阅读互动量表（The Adult-

Child Interactive Reading Inventory，ACIRI），这一

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提高对文本的注意、促

进互动阅读和支持理解、使用读写策略，每个维

度又包含 4 个具体的评分项，总共 12 个评分

项［14］。现有的大部分亲子阅读互动的评估工具

都像ACIRI 一样，是以语言互动为主要分析对

象［15-18］。只有少量研究不仅考察了亲子阅读中的

语言互动，同时还将情感互动也纳入评估范围，

如Baker等人对亲子阅读中的语言互动和情感互

动进行编码［12］。有研究招募了81名父母，对他们

在亲子阅读中的教育互动和情感互动分别进行

了编码，发现只关注家长在亲子阅读中的教学行

为，而不考虑阅读时的情感氛围，无法完整地描

述亲子阅读与儿童知识和技能之间的联系［19］。

虽然国外亲子阅读互动编码工具较为丰富，但现

有的绝大部分亲子阅读互动研究对类型划分时

没有量化数据支持［9-10，12］，容易产生研究者的主观

偏差。

国内关于亲子阅读互动编码研究相对较少，

只有部分研究对亲子阅读的语言互动进行了分

析［11，20］。以往研究虽然充分肯定了亲子阅读互动

在亲子阅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大部分研究都

局限于考察亲子阅读中的语言互动，很少考虑到

行为互动或情感互动方面。在阅读时亲子之间

的情感互动非常重要，父母和儿童的相互依偎在

一起，不时进行眼神交流，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

不仅有利于亲子间的感情［21-22］，还有利于儿童对

阅读活动形成积极的态度，研究发现亲子阅读中

的情感质量对儿童未来阅读有挑战性的材料有

重要影响［12］。因此，本研究将从亲子阅读互动的

语言互动、行为互动和情感互动三方面进行研

究，并将研究进行量化分析，以更全面地了解亲

子阅读互动状况。

阅读兴趣是主动从事阅读活动、探究阅读材

料的内容和意义的心理倾向［23］。具体表现为在

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阅读活动以及阅读过程中

的愉悦程度［24］。对儿童发展而言，保持他们对阅

读的兴趣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阅读是

终身学习不可或缺的技能，而阅读兴趣是驱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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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阅读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阅读兴趣对于阅

读能力的形成非常重要，因为阅读兴趣较高的儿

童会花更多的时间在阅读上，更有可能发展其阅

读能力［25］。另外，有研究证明阅读兴趣会对儿童

的早期读写能力产生影响，例如:词汇水平［26］、识

字能力［24］、表达能力［27］以及随后学业成就［28］。还

有研究发现，阅读兴趣在父母语言和儿童未来的

语言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提

示，通过干预儿童的阅读兴趣或许是提高语言技

能的一个便捷方法［29］。

如何保持儿童对阅读的兴趣，这是父母和研

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当儿童拥有大量的愉快

的阅读经历，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积极

的阅读态度和阅读倾向。研究发现，儿童和图书

接触的频率与阅读兴趣存在显著的高相关［30］。

大量纵向研究的证据也表明，家庭读写活动与儿

童的阅读兴趣存在因果关系，亲子阅读会对儿童

的阅读兴趣产生长期的正向影响［29，31］。相比于其

他儿童，有过早期阅读经历的儿童在4-5岁时的

阅读兴趣会更高。一份亲子阅读现状调查报告

指出以指读认字为阅读指导方式的家长约占调

查人群的40%，以儿童识字、学知识和道理为阅读

目标的家长约占调查人群的一半［32］，那么家长们

在实际带孩子进行亲子阅读的时候，是如何进行

亲子阅读互动的呢？什么样的亲子阅读互动更

能促进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对亲子阅读互动

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了解亲子阅读互动的真实

状况，对于未来研究者实施有针对性的阅读培训

是非常有必要的。

综上，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写亲子

阅读互动编码表，对亲子阅读过程中的互动情况

进行分析，探究亲子阅读互动类型与儿童阅读兴

趣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上海市随机招募145对亲子，其中，小班儿

童55名（男28名，女27名），中班儿童45名（男28

名，女17名），大班儿童45名（男22名，女23名）

（见表1）。儿童年龄从3.25岁到6.92岁（M±SD=

5.03±0.99）。母亲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占70.3%，

其中研究生及以上的有11名（7.6%），本科学历的

有61名（42.1%），大专学历的有30名（20.7%）。

父亲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占69.7%，其中研究生及

以上的有 13 名（9.0%），本科学历的有 65 名

（44.8%），大专学历的有23名（15.9%）。父亲与母

亲的受教育水平总体上不存在差异（t=4.66）。

表1 被试的基本情况（N=145）

儿童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家长类别

男

女

独生

非独生

母亲

父亲

小班

28

27

21

34

48

7

中班

28

17

18

27

31

14

大班

22

23

13

32

35

10

总计

78

67

52

93

114

31

（二）研究材料及工具

1.亲子阅读视频

向家长发放“拍摄亲子阅读的视频指导语”，

指导家长自行拍摄亲子阅读视频。视频拍摄要

求有:（1）拍摄时长在3分钟左右;（2）亲子阅读的

材料是故事类绘本;（3）家长和孩子都出镜，方便

观察父母、孩子的面部和身体位置;（4）进行亲子

阅读的家长是父亲或母亲。

视频筛选标准为:（1）排除家长自评分不达标

的（确认共读活动是否和日常共读活动中的阅读

行为保持一致，1-5级评分，3分以下则该组被试

不进入统计）;（2）排除没有亲子互动的;（3）排除

祖辈或同辈带读的;（4）排除背诵、朗诵古诗词的;

（5）排除时长小于2分30秒的，如果时长超过3分

30秒，只截取前3分30秒作为编码材料。

2.儿童阅读兴趣测量

父母报告与观察者报告的儿童阅读兴趣得

分合计为儿童阅读兴趣的得分。

父母报告的儿童阅读兴趣得分采用家庭阅

读问卷中的儿童阅读兴趣维度［33］。请父母回答

以下3个问题来评估儿童的阅读兴趣:（1）儿童主

动要求阅读的频率;（2）儿童自主阅读的频率;（3）

儿童喜欢阅读的程度。有不少研究也采用类似

的题目评估儿童阅读兴趣［28，34］。所有问题都是4

点计分（1=很少/完全不，4=几乎每天/很多），3个

问题的得分求得平均数，即为父母报告的儿童阅

读兴趣得分。

观察者报告的儿童阅读兴趣得分，参考Ba-

roody和Diamond的研究［24］，对儿童在进行阅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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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0=注意力不集中，1=有

时走神，2=注意力非常集中）和主动性（0=消极，

1=偶尔主动，2=积极）这两方面进行评分。集中

程度的得分和主动性的得分相加即为观察者报

告的儿童阅读兴趣得分。

3.家庭基本信息问卷

自编家庭基本信息问卷对被试家庭情况进

行调查，其中包括儿童的性别、出生年月日、是否

是独生子女等。

（三）数据处理

使用NVivo11软件进行亲子阅读互动视频编

码，使用SPSS23.0进行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独立

样本t检验、聚类分析、方差分析等。

视频编码以5秒为单位，记录视频中每个评

分项对应行为出现的次数，然后对行为出现的

频率进行评分，0=该行为从来没有出现过，1=该

行为偶尔出现（出现次数1-4次），2=该行为经常

出现（出现次数5次以上）。另外，评分项中“按

照一定顺序进行阅读”“用有感情的语调来阅

读”“有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身体接近”要根

据录像中的亲子互动进行整体评价，3点计分，

从低到高分数范围在0-2分，两名经过培训的心

理学专业研究生对视频进行编码，抽取10%的

样本，计算Cohen’Kappa系数，得到评分者信度

为0.82。

三、研究内容

（一）建构亲子阅读互动维度编码表

通过理论分析与儿童家长、专家的访谈形成

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的理论构想，进而采用视频

编码与分析的方法对该理论构想进行验证。基

于此，编制“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进一步探讨

亲子阅读互动的情况，并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

亲子阅读互动的类型进行分析。

1.编码表编制流程

首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参考关于亲子

阅读、亲子互动、分享阅读、家庭读写活动等方面

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DeBruin-Parecki开发的

亲子阅读互动量表中的部分评分项及评分标

准［14］，Baker等人对亲子阅读的研究中关于语言互

动和情感互动的评分项及评分标准［12］，Whitehurst

等人对高质量亲子阅读的研究［35-36］。其次，通过

对10位儿童家长关于日常亲子阅读进行深入访

谈，归纳出亲子阅读互动的典型特征。邀请10位

儿童家长，针对“您和孩子在日常的亲子阅读过程

中会产生哪些互动”“您觉得哪些互动对孩子来说

是有效的”这两个问题进行访谈。对儿童家长的

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分类，归纳出亲子阅读互动评

分项。然后，亲子阅读专家进行讨论，与15名有

丰富亲子阅读经验的专家老师进行讨论，初步形

成了27个亲子阅读互动评分项。最后，通过对视

频编码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

且在专家指导下对初步形成的27个评分项进行

删减，最终形成24个评分项的正式编码表。

2.编码表维度确定

（1）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KMO=0.79，c2（300）=

1310.52，p<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在没有限定因素个数的条件下进行因素提取，结

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有 8 个，解释了

67.3%的变异。碎石图显示在第5个因素处开始

形成碎石，且前4个因素的独立性非常明显，故考

虑抽取4个因素的可能性，4个因素的方差累积贡

献率为45%。在项目载荷方面，剔除在两个及两

个以上因素上有载荷且载荷差值小于0.30的项

目，以及因素载荷小于0.30的项目，保留24个项

目，并形成4个维度，根据各维度包含的具体评分

项，将维度命名为:策略、回应、教育和情感。各个

项目在各自的因子上都有较高的载荷值（0.42-

0.87）（见表 2），提取的 4 个因素的解释率为:

5.95%-27.90%，累计解释变异数的百分比为

51.79%。

（2）问卷的信度分析

采用Cronbach α系数考察编码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情感、策略、教育、回应这4个维度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56，0.79，0.58，0.62。总编

码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3.编码表维度说明

（1）情感

情感维度的操作性定义是指温暖的、身体的

接近，父母和孩子互相表达积极的情感。情感维

度的评分项包括:对孩子微笑、情感一致、眼神互

动、身体接近、身体互动这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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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各项目、维度及载荷

评分项

1对孩子微笑

2情感一致

3眼神互动

4身体接近

5身体互动

6开放式提问

7关注绘本图片

8按照一定顺序进行阅读

9用有感情的语调来阅读

10有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

11非文本语言

12逐步提高提问的层次与标准

13谈论物体的特性

14纠正孩子的发音

15谈论故事中出现的字或词语

16支持孩子自己翻书、自己阅读

17脚手架

18指读/跟读

19讲解

20耐心等孩子表达清楚

21对孩子话语进行重复、澄清或适度扩展

22对孩子所说的话的认可反应

23提出问题或建议后等待孩子的反应

24父母认真回答孩子的提问

具体内容

看着孩子读书，我会忍不住微笑

我们读得一起哈哈大笑

我经常注意看孩子有没有认真听

孩子经常读着读着就趴我怀里了

孩子喜欢坐我怀里看

我会问孩子一些关于为什么的问题

孩子对图片很感兴趣，我们一起看

我们通常会从头读到尾

我会和孩子扮演不同的角色读

我们一般会选在傍晚或睡前读故事

孩子经常会联想到其他地方去

熟悉绘本后，再提有难度的问题

绘本中有一些概念，还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纠正孩子读错的字

我会教孩子识字

孩子会把她熟悉的绘本读给我听

孩子无法表达的时候，我会帮他

孩子和我一起读，跟着我读

我给孩子讲一些绘本上没有的内容

我会等孩子先说完，再继续读

孩子没说清楚的地方我再重复一遍

我经常会肯定孩子的话

我会观察孩子的注意力和兴趣

孩子的提问，我会尽可能解答

情感

0.87

0.79

0.69

0.61

0.60

策略

0.79

0.74

0.68

0.57

0.56

0.49

0.42

教育

0.70

0.68

0.67

0.63

0.58

0.49

0.44

回应

0.83

0.74

0.73

0.71

0.57

（2）策略

策略维度的操作性定义是使用一些阅读策

略来帮助儿童进入阅读状态，维持注意力并保持

对阅读的兴趣，享受阅读的乐趣。策略维度包含

的评分项有:开放式提问、关注绘本图片、按照一

定顺序进行阅读、用有感情的语调来阅读、有一

个安静的阅读环境、非文本语言、逐步提高提问

的层次与标准这7项。

（3）教育

教育维度的操作性定义是分享知识，解释问

题，希望孩子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教育维度的

评分项包括:谈论物体的特性、纠正孩子的发音、

谈论故事中出现的字或词语、支持孩子自己翻

书、自己阅读、脚手架、指读/跟读、讲解这7项。

（4）回应

回应维度的操作性定义是指父母积极回应

孩子的话语，兴趣和行为的举动。回应维度的评

分项包括:耐心等孩子表达清楚、对孩子的话语进

行重复、澄清或适度扩展、对孩子所说的话的认

可反应、提出问题或建议后等待孩子的反应、父

母认真回答孩子的提问这5项。

（二）确定亲子阅读互动类型

使用二阶聚类分析，将策略、回应、教育、情

感这四个维度的得分选入连续变量对话框，距

离测量为对数似然值，聚类准则为施瓦兹贝叶

斯准则（BIC），将聚类数量设置为自动确定。结

果显示，二阶聚类分析将数据分为5类（如图1

所示）。

图1 亲子阅读互动聚类指标及各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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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亲子阅读互动可以分为5类。
表3 亲子阅读互动聚类指标及各类分布

类型

个案数

情感

策略

教育

回应

1

27

3.81

6.81

4.70

5.37

2

20

7.45

8.25

5.30

7.30

3

19

5.89

4.89

3.21

1.32

4

29

2.93

4.24

7.07

3.59

5

50

2.20

3.24

3.20

1.90

第一类互动模式共有27对亲子，占总体的

18.6%。这类互动模式中，策略维度和回应维度

得分较其他两个维度更高，在这类亲子阅读中，

父母能够灵活地运用科学的阅读策略，例如:在一

个安静的场所，用有感情的语调来阅读，阅读过

程中多观察绘本画面并使用开放式提问;并且能

积极回应孩子，耐心等待孩子表达清楚，故将其

命名为“策略回应型”。

第二类互动模式共有20对亲子，占总体的

13.8%。这类亲子阅读具体表现为情感、策略和

回应维度得分都非常高，而教育维度得分较低。

这类父母能够将分享阅读的各种技巧很好地融

入亲子阅读中，孩子也会主动读书，主动发表看

法，双方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彼此都感到非

常快乐，故将其命名为“分享阅读型”。

第三类互动模式共有19对亲子，占总体的

13.1%。这类亲子阅读的典型特征是高情感，具

体表现为此类亲子阅读更多地是孩子自主读书，

父母偶尔提供帮助;或父母读书，但并不提问或与

儿童有语言互动。父母和孩子更多地是情感互

动，双方都很少提问或发表自己的看法，故将其

命名为“陪伴阅读型”。

第四类互动模式共有29对亲子，占总体的

20%。这类亲子阅读的典型特征是高教育，在

这类亲子阅读中父母和孩子更多地聚焦于文

字或画面中的物体名称、颜色等，多是父母问、

孩子答，答案也是预设好的;而孩子更多地进行

跟读或指读，很少有自发提问，也很少与父母

进行情感的互动，故将其命名为“教育阅读

型”。

第五类互动模式共有50对亲子，占总体的

34.5%，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这类亲子阅读互动

在各维度得分都较低，具体表现为全程由父母或

孩子逐字逐句读，阅读者较少投入感情，在过程

中鲜少有互动，最多是父母要求孩子识字、识物

或纠正孩子的发音，故将其命名为“只读型”。

（三）儿童阅读兴趣在亲子阅读互动维度、类

型的差异比较

以4个维度为自变量，儿童的阅读兴趣总得

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结果表

明，策略、回应和情感这3个维度能够正向预测

儿童的阅读兴趣，解释率达到 42%（p<0.001）。

这说明，策略、回应和情感这3个维度得分高意

味着亲子阅读的质量高。高质量的阅读就是要

让儿童感受到阅读快乐，让他们保持较高的阅

读兴趣。
表4 亲子阅读互动与儿童阅读兴趣的关系

因变量

阅读兴趣

自变量

情感

策略

教育

回应

B

0.16

0.31

-0.08

0.25

SE

0.07

0.08

0.07

0.06

β
0.16

0.32

-0.07

0.32

t

2.11*

3.63***

-1.06

3.99***

△R2

0.42

F值

25.3***

以亲子阅读互动类型为自变量，以儿童阅读

兴趣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儿童

阅读兴趣在不同亲子阅读互动类型间存在显著

差异。事后比较发现，亲子阅读为分享阅读型的

儿童的阅读兴趣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亲子

阅读为策略回应型的儿童的阅读兴趣得分要显

著高于教育阅读型和只读型，具体见表5。

表5 不同亲子阅读互动类型的儿童阅读兴趣的差异比较

类别

个案数

阅读兴趣

策略回应型

（N=27）

4.38

分享阅读

（N=20）

6.85

陪伴阅读型

（N=19）

3.49

教育阅读型

（N=29）

2.99

只读型

（N=50）

2.82

F

22.70***

事后检验

2>1,3,4,5;1>4,5

注:1=策略回应型,2=分享阅读型,3=陪伴阅读型,4=教育阅读型,5=只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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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与讨论

通过分析上海145对亲子阅读互动视频，制

定4个维度24个项目的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并

对亲子阅读互动行为进行聚类分析，确定5种亲

子阅读互动类型，探讨亲子阅读互动的4个维度、

5种类型与儿童阅读兴趣之间的关系。

（一）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的4个维度及与儿

童阅读兴趣的关系

对亲子阅读互动过程中的亲子阅读互动进

行分类，最终建立策略、回应、教育和情感4个维

度的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

在亲子阅读中使用科学的策略能提高阅读的

质量，要想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阅读，父母要学会在

阅读过程中使用具有计划性的、结构性的互动策

略，以此促进儿童积极参与到阅读中［36］;良好的亲

子阅读过程应该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语言回

应对于词语学习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因为语言回

应能够创造一个特别的积极社交环境，提高儿童

参与交谈的积极性［37］;家长重视亲子阅读教育功

能，亲子阅读所带来的儿童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也

是家长们所重视的［38］;亲子阅读中积极的非语言

互动能改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并增强家庭的情感

联结，很多孩子喜欢被拥抱和亲吻，这样的温暖体

贴的身体语言会传递出一种很想与孩子变得亲近

的信息，父母的非语言互动对于孩子学习如何与

别人交往、相处也是十分重要的。

策略、回应和情感3个维度正向预测儿童的

阅读兴趣，解释率达到42%。这说明，策略、回应

和情感这3个维度得分高意味着亲子阅读的质量

高。高质量的阅读就是要让儿童感受到阅读快

乐，让他们保持较高的阅读兴趣。

（二）亲子阅读互动的5种类型

亲子阅读互动的5种类型，根据其较为突出

的互动特点，将其命名为:策略回应型、分享阅读

型、陪伴阅读型、教育阅读型和只读型。

策略回应型在研究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18.6%，策略维度和回应维度得分较高，策略回应

型的父母会有意识地使用开放式提问、关注绘本

画面等策略来促进亲子互动频率，并能在儿童发

言后及时做出回应。这与一些现状研究的结论

类似，王颖在分析了亲子共读的互动策略的现状

后发现，父母会使用一定的阅读策略来促进亲子

共读时的互动［11］，张鉴如和杜丽静的研究发现，

母亲会更多的使用反馈更正和反馈重复的回应

策略回应补充［39］。

分享阅读型在研究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13.8%，这一类型的亲子互动特点是其情感、策略

和回应这3个维度的得分都非常高，而教育维度

得分较低。这类父母能够将分享阅读的各种技

巧很好地融入亲子阅读中，孩子也会主动读书，

主动发表看法，双方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彼

此都感到非常快乐。

陪伴阅读型互动模式占样本的13.1%，这类

亲子阅读的典型特征是高情感，具体表现是父

母和孩子更多地是情感互动，包括更多的身体

互动、眼神交流、情感共调等。在实际观察中，

这类亲子阅读更多表现为孩子自主读书，父母

安静陪伴，只是简单回应或在儿童需要时提供

帮助;或父母读书，但并不提问，也很少与儿童有

高质量的语言互动。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很少提

问或发表自己的看法，更多的是身体互动或眼

神的交流。

教育阅读型的亲子阅读互动模式占样本的

20%，其典型特征是在教育维度上得分最高，但在

策略、情感等其他维度得分较低。这类亲子阅读

中，父母和孩子更多地聚焦于文字或画面中的物

体名称、颜色等，更多的是父母问、孩子答，答案

也大多是预设好的;而孩子更多地进行跟读或指

读，很少有自发提问，也很少与父母进行情感的

互动。

只读型的亲子阅读互动模式在样本中占比

最高，占34.5%，亲子阅读互动具体表现为阅读全

程几乎无互动，都是由父母阅读绘本文字，或孩

子跟着父母逐字逐句读，阅读者较少投入感情，

一些父母会要求孩子识字、识物或纠正孩子的发

音。与教育阅读型的父母不同的是，只读型的父

母更像是将亲子阅读当成一项任务，面无表情地

读完书，很少提问等互动。

（三）亲子阅读互动类型与儿童阅读兴趣的

关系

亲子阅读为分享阅读型的儿童的阅读兴趣

是最高的，亲子阅读为教育阅读型和只读型的儿

童阅读兴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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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将分享式阅读视为一种高质量的

阅读方式［6，24，40］，因为分享式阅读强调在轻松愉快

的亲密气氛中，父母使用开放式提问、拓展话题、

积极回应等策略来促进儿童对阅读活动的积极

参与［17］。分享式阅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学习，父

母在亲子阅读中的作用是创造一个互动的环境，

帮助儿童形成对阅读活动的积极态度，以培养儿

童对阅读的兴趣。因此，分享式阅读能够将亲子

阅读的效果最大化，并在父母与儿童的积极互动

中促进儿童的阅读兴趣以及其他各方面能力的

发展。

策略回应型的父母虽然能较好回应儿童，但

缺乏与儿童的情感互动，未能营造一个轻松愉快

的阅读氛围。有研究者认为，兴趣的发展涉及情

感、价值和知识三个组成部分，在儿童早期阶段，

兴趣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情感，对知识的依赖性最

小［42］。这可能是策略回应型的儿童的阅读兴趣

得分要显著低于分享阅读型的儿童的原因之一。

陪伴阅读型的父母和孩子更注重亲子阅读

的情感互动过程，注重享受这一温暖而轻松的过

程，在愉快的氛围中放松彼此的身心。尽管差异

不显著，但陪伴阅读型的儿童阅读兴趣比教育阅

读型和只读型的儿童要高。这说明，亲子阅读中

的情感互动有利于儿童形成对阅读活动的积极

态度。然而仅有情感互动是不够的，陪伴阅读型

的儿童阅读兴趣要显著低于分享阅读型，表明亲

子阅读中的语言互动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

位。有更多的研究证明了亲子阅读的语言互动

对儿童阅读兴趣的重要性［42-43］。本研究的结论证

明，亲子阅读中仅有高质量的情感互动，缺乏有

效的语言互动，这对儿童阅读兴趣的形成有一定

帮助，但是作用不大。

教育阅读型的亲子互动大多是围绕识字活

动展开的，教育阅读型的父母将阅读活动等同于

识字活动，将亲子阅读的目标局限在掌握字词方

面，没有对亲子阅读活动形成科学的认识，不能

很好地让儿童参与到阅读互动中来;在这类阅读

过程中，父母不顾故事的完整性，随时随地“抽

查”认字情况，导致儿童将亲子阅读视为一项任

务，没有真正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在阅读兴趣的得分方面，教育阅读型的儿童

与得分最低的只读型的儿童在阅读兴趣上并无

显著差异。这说明，在亲子阅读时过多强调认知

发展不利于儿童阅读兴趣的形成。这与Baker的

研究基本一致，父母在亲子阅读过程中教孩子认

识新单词是一种消极互动，会对亲子阅读互动的

情感质量造成消极影响，父母在亲子阅读中教孩

子认识新单词的频率阅读越高，亲子互动的情感

得分越低，而且亲子阅读互动的情感质量能够预

测儿童后期阅读挑战性书籍的频率［12］。

五、教育建议及研究结论

（一）研究结论

研究编制了亲子阅读互动编码表，包括4个

维度：策略、回应、教育和情感。其中策略、回应

和情感3个维度正向预测儿童的阅读兴趣，解释

率达到42%。但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来考察

亲子阅读互动，只能得出同一时间段的相关关

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亲子阅读互动的方

式和儿童的阅读兴趣进行追踪，或者采用实验

法，对父母进行不同阅读互动方式的培训，进一

步探讨不同阅读方式对儿童阅读兴趣的影响。

亲子阅读互动的5种类型：策略回应型、分享

阅读型、陪伴阅读型、教育阅读型、只读型。其中

亲子阅读为分享阅读型的儿童的阅读兴趣是最

高的，亲子阅读为教育阅读型和只读型的儿童阅

读兴趣最低。本研究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样

本量仍有数量和地区的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用

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验证。

（二）教育建议

1.家庭亲子阅读应重视情感交流

在目前教育内卷的形势下，家长教育焦虑

越来越严重，然而关于亲子阅读互动的分类与

儿童阅读兴趣的研究表明，教育维度分数越高

的家长养育的儿童阅读兴趣越低。如果只强调

教育，强调儿童“从阅读中懂得了什么道理”“获

得了什么知识”“是否认识了更多的字词”，从而

导致儿童不喜欢阅读，不喜欢读书，没有阅读兴

趣，那么家长距离早期教育成功的目标不是更

近了，而是更远了。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

可以适当停顿，观察儿童的阅读节奏，按照儿童

的阅读进度进行有策略的回应；还可以与儿童

进行眼神互动，通过视频分析可以看到，读到高

兴时亲子间的相视一笑对儿童是极大鼓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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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更加投入到阅读中去。因此早期家庭教

育，应该重视与儿童的情感交流，有策略地阅

读，及时回应儿童，这比强行通过阅读教育儿童

更能促进儿童的发展。

2.加强家长亲子阅读培训

亲子阅读并不是简单地和儿童读文字，而

是一个将恰当的策略、及时的回应、适当的教育

和饱满的情感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在阅读的过

程中进行良好亲子互动过程，需要家长提升亲

子阅读技能。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亲子阅读

为分享阅读型的儿童的阅读兴趣是最高的，这

就要求家长在阅读时，不仅仅关注书本的内容，

还要关注书本与儿童的联结，在亲子阅读的过

程中，不把儿童的分享当做是打岔行为，反而要

做到多多鼓励儿童分享自己联想的内容。比如

以往一直给孩子照本宣科读绘本的妈妈，在参

加了亲子阅读培训后，有意识地和孩子进行互

动，在读《谁偷了包子》时，妈妈用开放式提问

“你吃过什么馅儿的包子？”引出了孩子在姥姥

家学包包子的故事；阅读时孩子对绘本上画的

偷吃包子的小猫留下的猫爪印非常好奇，妈妈

就鼓励孩子给家里的小狗做一个狗爪印，进行

“小猫和小狗爪印有什么不同”的对比，这种互

动式分享阅读极大地提高了孩子的阅读兴趣，

家长也觉得阅读更深入、更丰富了。而家长学

习这些方法和技巧需要参加亲子阅读培训，很

多家长并了解儿童，也不了解绘本，更不了解亲

子阅读的理论及实践误区，因此，对家长进行亲

子阅读培训，有利于家长避开无效互动，增强亲

子互动效率，促进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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