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绘本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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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本作为一种教学资源被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引入课堂，进行绘本

教学。如何才能开展好绘本教学？笔者认为，解读绘本是有效开

展绘本教学的前提，可以分三步实施：首先，从绘本本身解读，

理解价值点；其次，从幼儿角度解读，寻找切入点；最后，从教

师角度解读，思考教学点。层层深入地解读绘本，可以充分挖掘

绘本的多元价值，促进幼儿多元智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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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又称图画书，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反映儿童生活为主的儿童图

书，“顾名思义是一种适合低幼儿童阅读的，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甚至完全没

有文字而全是图画的书籍”。近年来，绘本因为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受到幼教

人士的青睐。不少幼儿园将绘本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堂，积极开展绘本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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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教师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到底应该如何解读绘本，才能有效开展绘

本教学？确实，解读绘本是有效开展绘本教学的前提。解读绘本就是解读教材。

但是，绘本是一种特殊的教材，没有权威的、固定的教参可以参考，需要教师

自行探索。我认为，解读绘本应该从绘本本身、幼儿、教师三个角度层层深入

地思考。这样的解读全面而深刻，能够充分挖掘绘本的多元价值，促进幼儿多

元智能的发展。 

一、从绘本本身解读—— 理解价值点 

绘本不仅仅适合幼儿阅读，小学生、初中生甚至成人也可以阅读。从绘本

本身解读是第一步，其目的是让教师尽可能多地了解绘本。了解的信息越多，

对绘本的理解就越深刻、越全面，才能真正读懂绘本，理解其价值点，为绘本

教学做好必要的铺垫。 

 

1. 明确阅读角度，享受阅读快乐 

从绘本本身解读时，教师要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阅读绘本。阅读的方式可

以是直接阅读文字，忽视画面；也可以是重点阅读画面，忽视文字；或者重点

阅读文字，同时关注画面。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希望教师跳出年龄和身份的



限制，忘记自己是成年人，忘记自己是教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享受阅

读的快乐，关注的是绘本本身，而不是怎样利用绘本教育幼儿。 

2. 借助各种资源，理解绘本价值 

从绘本本身解读，还要尽可能地借助各种资源，关注绘本的文化背景、创

作风格、主要内容、打动人的细节、蕴含的道理等。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绘本。比如绘本《我爸爸》，第一次阅读时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在任

何场合都穿睡衣，为什么会说“爸爸像猫头鹰一样聪明”。通过查阅资料，了解绘

本的创作背景和文化背景，才知道在英国，猫头鹰常常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动物，

而睡衣是作者父亲的一件遗物，代表作者童年时对父亲的记忆。这些信息可以

帮助我们对绘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从幼儿角度解读—— 寻找切入点 

从幼儿角度解读是第二步。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阅读绘本，但绘本主要是为

幼儿创作的，幼儿才是绘本的主要读者。当绘本作为教学资源进入幼儿园，就

意味着教师分享绘本的对象是幼儿，意味着教师必须从幼儿的视角来思考绘本，

寻找切入点。 

1. 了解幼儿阅读绘本的特点 



幼儿的阅读特点与成人不同。拿到一本绘本，成人习惯的阅读方式是先关

注文字，再关注图画，甚至不关注图画。而幼儿看图是天生的本能，他们主要

靠画面接触、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幼儿阅读绘本时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图画，

有时候会因为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对文字并不关注或者关注得很少。 

2. 寻找幼儿的兴趣点 

因为阅读特点的差异，阅读结果也是不同的，教师要从绘本中寻找幼儿的

兴趣点。彭懿认为：“图画书是图画讲一个故事，文字讲一个故事，图画和文字

合起来又讲一个故事，大人们要和孩子紧紧挨在一起，把书平放在前面，孩子

看图，爸爸妈妈读文字，孩子的脑子里会形成第三个画面。”确实，一千个读者

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本绘本，作为成人的教师和父母看到的与幼儿看

到的是不同的。比如，绘本《金老爷买钟》，成人通过阅读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

金老爷为了确定家里的钟准不准，就去买了一个新的回来；一个不能解决疑问，

就再去买一个……直到把钟表师傅都请到家里，发现所有的钟都是准的。故事

告诉我们：时间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在不停地往前走。由此，成人自然而然地

认为这个绘本是让幼儿明白时间的重要性，学会珍惜时间。而幼儿阅读这个绘

本，看到的却是金老爷家里有很多的钟，非常好玩。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四个钟



标示的时间明明不一样，钟表师傅却说都是准确的，更不理解时间是不停止的，

对珍惜时间也没有概念。 

可见，教师从绘本本身阅读到的故事是教师自己理解的故事，不是幼儿理

解的故事。这就需要教师尝试从幼儿的视角来阅读绘本，在绘本的多元价值中

寻找切入点，将绘本与幼儿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好地把握幼儿的年龄特点和阅

读特点，使绘本教学成为可能。 

三、从教师角度解读—— 思考教学点 

从教师角度解读是第三步，要求教师从教育者的角度思考绘本的教学价值。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绘本，设计活动方案。教师要思考：如何才能将绘本与幼

儿联系起来？可以选择哪些内容与幼儿分享？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方法传递教师

的教育意图？如何将教师预设与幼儿发展连接起来？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解决。 

1. 明确目标，确定形式 

绘本教学的形式是多样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集体教学，区角游戏、亲子

活动等也是有效的方式。采取哪种方式应该由目标来定。以绘本《十朵小云》

为例，这是一本无字书，完全靠画面来讲述故事，描述了十朵小云在旅程中为



大家提供帮助，也接受别人的帮忙，最后寻找自己的幸福的过程。如果教师的

目标是让幼儿感受十朵小云对朋友的善良与友爱，引导幼儿学会友爱、互助、

谦让，可以采取集体教学的方式，设计语言活动或社会活动，在观察、想象、

表达中感受小云们在旅行中快乐、难过、幸福等心理变化过程，帮助幼儿学习

正确的交往方法。如果教师想给幼儿更多自由表现、自主创作的机会，可以在

美工区投放棉花、皱纹纸、双面胶、图画纸等辅助材料，引导幼儿开展画云朵

或粘贴云朵的美术活动，也可以在语言区投放绘本《十朵小云》或者幼儿的绘

画作品，引导幼儿自主讲述故事或者创编、续编故事。如果教师想扩大幼儿的

阅读量，同时加强幼儿阅读习惯的培养，则可以借助家长资源，为家长推荐同

一作者的绘本——《一朵小云》，与绘本主题相关的绘本——《我们和好吧》《两

个好朋友》《熊叔叔的生日派对》，与“云”相关的绘本——《云娃娃》《一起去看云》

《看云识天气》等，采取亲子阅读的方式达成目标。 

2. 筛选调整，确定内容 

每一本绘本都具有多元价值，但并不是每一个价值点都能够和幼儿分享，

需要教师做合理的取舍、恰当的调整。比如绘本《狐狸村赛船大会》，成人觉得

绘本的中心思想是“友谊比比赛更重要”，希望借助小兔子落水的画面达到教育的



目的。而从幼儿的视角阅读，发现幼儿不太关注这一所谓的结论，他们感兴趣

的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希望是和同伴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一定要让幼

儿回归到“友谊比比赛更重要”的道理上，绘本对幼儿就失去了应有的魅力。所以，

教师换了一个视角思考，同样是选择小兔子落水的画面，目标从明白一定的道

理变为启发幼儿主动表达观点，甚至提倡他们相互辩驳，培养幼儿愿意表达自

己不同观点的学习品质。教师通过三个问题实现目标。问题一：你想救小兔子

吗？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二：为什么？引导幼儿寻找理由支撑

自己的观点，并利用矛盾冲突，激发幼儿讨论，发展求异思维。问题三：救和

不救都有充分的理由，怎么办？设置一个两难的情景，引导幼儿积极动脑筋、

想办法，实现两全其美。调整的结果是幼儿主动参与，思维活跃，回应积极，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3. 关注幼儿，设计活动 

幼儿是绘本教学的主角。教师必须关注幼儿，以幼儿的兴趣和需求为活动

设计的出发点，以幼儿的发展为活动实施的落脚点，始终以幼儿为本，从阅读

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三方面着手，让幼儿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在愉悦的

情绪中提升阅读品质。比如绘本《金老爷买钟》，教师想让幼儿明白时间的重要



性，学会珍惜时间。可是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幼儿来说并不容易理解。

如何解决这道难题？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了活动——“体验一分钟”，

通过“漫长的一分钟”“短暂的一分钟”“紧张的一分钟”“快乐的一分钟”四个游戏环

节，让幼儿在参与中体验，真正感受到时间的宝贵，初步理解时间的重要性。 

开展绘本教学，解读是关键。首先要深入挖掘绘本蕴含的多元价值，再从

幼儿的视角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最后通过教师设计适宜的活动方案，将绘本的

价值与幼儿的发展很好地联系起来。这样层层深入地解读绘本，一定可以引导

幼儿在愉悦的情绪中感知绘本的魅力，并获得多元智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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