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教育科学发展·第 3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陈风光（1994-），女，中国河南信阳人，硕士，从事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

家园共育背景下提升 3~6 岁幼儿阅读能力的策略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Reading Ability of Children Aged 3~6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ome 

Co-education

陈风光 1   周洋 2

Fengguang Chen1   Yang Zhou2

1.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中国·广东 广州 510925
2. 信阳学院　中国·河南 信阳 464000

1.Gu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2.Xinyang College,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摘  要：3~6 岁是幼儿提升阅读能力的关键期。家园协同开展早期阅读活动是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的重要保障。家园合作中存

在认知冲突，缺乏家园共育意识；单向教育，缺乏多样阅读资源；活动独立，缺少阅读活动指导的问题。家园双方可通过树

立合作意识，寻找阅读资源，创设阅读环境，开展阅读活动来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策略。

Abstract: Age of 3~6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ability. Collaborative early reading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improve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There	is	a	cognitive	conflict	in	home	cooperation,	lack	of	home	coeducation	

consciousness; one-way education, lack of diverse reading resources; independent activities, lack of reading activity guidance. Both 

sides	can	improve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strategies	by	establishing	a	sense	of	cooperation,	find	reading	resources,	create	a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carry out read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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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途径之一。幼儿阅读能力的

发展与其提升学习品质，促进未来知识学习和技能掌握密切

相关。家园共育能够整合资源，形成教育合力，对幼儿阅读

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化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进步，

已经极大改变人们的生活与教育方式。尤其是 COVID-19 爆

发后，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开展系列家园共育活动已经成为幼

儿园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2 家园共育背景下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的重要
作用

在贯彻实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过程中，

早期阅读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幼教

人员和家庭认可。早期阅读素养与儿童学习品质之间显著相

关，尤其是良好的阅读品质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积极学习品质

的发展 [1]。

家园共育是指幼儿园和家庭作为促进幼儿发展的主体，

双方通过积极主动地相互理解、相互联合、相互支持，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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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良好的家园共育有利于整合教育资

源，提升幼儿园教育的效能，促进幼儿社会化及身心健康

发展。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家园在线共育成为可能，家园共育

合作形式多样化成为发展趋势。QQ 群、微信公众平台、微

博和幼儿园官方网站等成为家庭和幼儿园沟通交流的重要

媒介。幼儿早期阅读是家园共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线指导和交流也是提升幼儿早期阅读能力的重要保障。

3 家园共育中幼儿阅读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3.1 家园认知冲突，缺乏家园共育意识

幼儿早期阅读越来越受到家庭和幼儿园的重视，但是他

们对幼儿阅读能力培养的认知存在冲突，教育观念不一致，

教育地位不对等，合作共育意识不足，未能形成良性互动。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与家长在绘本选择与绘本阅读上存在显

著差异 [3]，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影响其对绘本的选择 [4]。而在

幼儿园中，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和主题活动课程的需要选择

绘本。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由于各自经验不同，知识背景的差

异，使其对早期阅读的理解各有侧重，而在二者关系上，家

长往往认为自己是幼儿园活动任务的被动教育实施者。幼儿

园在设置活动的过程中也容易忽略家庭的现实情况和实际

需要。家庭与幼儿园的关系及教育地位不对等，实践中教师

和家长在认知上的冲突以及相互关系的不平衡阻碍了对幼

儿发展的支持水平 [5]。

3.2 家园单向教育，缺乏多样阅读资源

优质阅读材料是幼儿早期阅读质量的保证之一。幼儿园

中的阅读资源相对系统，有相应的阅读区，家庭中的阅读

资源有限且类型不一，极少数家庭将阅读场所固定在书房，

3452 个家庭只能仅有 22.57% 的家庭拥有 50~100 本幼儿图

书 [6]，并且家长对在线资源的了解知之甚少。家庭和幼儿园

各自单方面提供绘本资源，不能满足幼儿多元化、系统化的

绘本需求。

3.3 家园活动独立，缺少阅读活动指导

家庭是亲子阅读的主要阵地，幼儿园是幼儿系统进行早

期阅读的场所之一。家庭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开展的幼儿

早期阅读活动的形式单一，缺乏科学的早期阅读教育指导。

幼儿园的早期阅读活动集中在阅读月和阅读区完成。家长是

否参与，取决于家长的阅读意愿和时间安排。家庭是幼儿园

活动延续的主要场所，但家园双方并未形成良性互动，使幼

儿的早期阅读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家园共育背景下提升幼儿阅读能力的指导
策略

4.1 家园共育，树立合作意识

家园共育的前提是重新认识家庭、幼儿园与幼儿的教育

关系。幼儿是通过培养能够独立学习并具备适应复杂社会生

活，获得各项品质和能力的个体。幼儿园和家庭都是幼儿阅

读能力培养的主体。在培养幼儿阅读能力的过程中，家庭需

要认可并信任幼儿园，幼儿园教育者也应提升自身的专业化

程度，考虑家庭的实际需求。家园双方平等交流幼儿教育目

标。以家庭为主体，幼儿园主动，共同夯实线上线下家庭

亲子阅读指导与服务，做好幼儿早期阅读的陪伴者和直接 

指导者 [7]。

4.2 家园探索，寻找阅读资源

阅读材料是培养幼儿阅读能力的基础工具。家园结合各

班级的早期阅读素材，开展图书漂流，共读一本书等活动，

让阅读资源流动起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新冠疫情防控

期间，各大网络信息平台功能得到完善。例如，超星、云课

堂、微信、腾讯课堂等平台，都可以实现线上交流、培训和

会议等活动。同时，家长和园方也应尝试与社区和图书馆建

立联系，将社会书籍和电子早期阅读库纳入幼儿早期阅读资

源中，丰富幼儿的阅读素材。

4.3 家园协同，创设阅读环境

阅读环境包括阅读的时间、地点、位置、设施、布置、

人群、光线和氛围等外在因素及阅读心理准备。创设阅读物

质环境，营造阅读心理环境，是引发幼儿进行早期阅读的前

提条件。家园综合利用家庭、幼儿园及社区资源为幼儿创设

可阅读环境。家庭方面，多个家庭组织周末阅读会，集中阅

读资源和人群，邀请幼儿园教师或者有经验的家长组织阅读

会，为幼儿创造和谐的阅读氛围；幼儿园方面，与高校及早

期阅读专家合作，为家长和幼儿进行早期阅读价值及技巧指

导，为家长树立正确的早期阅读理念，增强家长成功进行早

期阅读的信心。

社区方面，利用社区公共资源平台，开展阅读交流分享

会，设计阅读延伸活动，开辟社区公共阅读角，为幼儿随时

随地进行阅读提供保障。

4.4 家园合作，开展阅读活动

家长的阅读频次及阅读策略影响儿童的阅读行为，并且

家长为高频次阅读者，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高频阅读儿童并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是因为高频次阅读家长更有可能采

取有效措施鼓励儿童阅读 [8]。阅读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幼儿

园和家庭的日常熏陶。在家庭中设置阅读角，家长陪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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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中，充分利用已有的阅读区，抓住阅读活动契机，

开展儿童剧、阅读分享会和专题阅读讲座等活动。同时，充

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和信息化平台。例如，设计微信早期阅读

专栏，群分享阅读故事，在线指导阅读技巧和答疑等，突破

时空限制，构建新视野、多领域、多群体、全天候的关系，

优化家园合作质量，提升幼儿阅读能力。

5 结语
良好的阅读能力对幼儿的学习素养和品质具有促进作

用，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需要家庭和幼儿园的协同合作，也

需要社会资源的支持。转变家园共育态度，重构家园合作关

系，重视幼儿阅读能力提升，整合多方资源，组织深度合作

活动是家庭和幼儿园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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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

4.3 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和

空间
在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要应用新媒体开

展教育工作，也要继承、创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8]。建

立完善校园网络系统，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建设，

为学生提供稳定的网络学习平台，为师生提供交流互动的平

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善于运用 MOOC、学习通等新型

教学手段开展理论教育，学会运用微信、微博等沟通平台进

行思想交流、心理沟通，从而走近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

根据学生喜欢抖音、微博等新媒体的特点，向学生推荐开通

抖音、微博的新华社、《人民日报》、江苏共青团等社交账号，

引导高职学生关注主流媒体，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动权。

5 结语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学生素质、生理、心理

等各方面健康发展而存在的，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后喻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是睿智的、博

学的、多思的、大有可为的，应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激发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其主体作

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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