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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常州武进区 3—6 岁学前儿童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调查问卷法与阅读实验法，对常州武
进区学前儿童亲子阅读的现状及特征进行深度分析。研究显示 ：阅读评论模式、逐次问答模式、仅阅读模式以
及儿童主动模式是主要的亲子阅读行为模式 ；在阅读评论模式和逐次问答模式下的儿童叙事能力明显高于仅阅
读模式下的儿童叙事能力，儿童主动模式和仅阅读模式下的儿童叙事能力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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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Reading Behavior Pattern of Preschool Children

Sun Xiaok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3-6-year-old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Wujin District of 

Ch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reading experiment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ading in Wujin District of 

Chang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ding comment model， question-answer model， only-reading model 

and active model of children are the main parent-child reading behaviors. The children’s narrative ability in the 

model of reading commentary and question-answ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hildren’s narrative ability 

in the model of reading only， and the children’s narrative ability both in the children’s active model and 

reading-onl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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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亲子阅读行为模式初探
孙晓轲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常州，213002）

1　引　言

“从娃娃抓起”的观念促使早教概念深入人心，

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即亲子绘本阅读 [1]。

调查显示，要使得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亲

子绘本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亲子绘本阅读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生

活中影响学前儿童亲子绘本阅读普及的因素较多，

严重阻碍了学前儿童亲子绘本阅读的发展速度 [3]。

为促进亲子绘本阅读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采用问卷

调查法对常州武进区的 300 个 3—6 岁学前儿童及

其家长进行调查研究，利用聚类法解析亲子阅读行

为的相对发生频率，构建亲子阅读模式，从而对常

州武进区学前儿童亲子阅读的现状与特征进行深度

分析。在综合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对学前儿童

亲子阅读积极有效的改进方案。研究结果将对激励

儿童阅读爱好、提高儿童阅读技能、增强亲子关系、

优化亲子绘本阅读方式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

2　文献综述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亲子阅读是许多家庭的日

常活动之一。亲子之间共同专注于同一焦点，即共

读相同的文本材料，再通过双方聚焦式的讨论，有

助于相互之间深入了解及交流。国内外学者对于亲

子阅读的相关研究发表了如下见解，亲子阅读能增

进孩子的阅读与学习能力，阅读经验有助于提升孩

子的语文学习能力 [4]。有学者指出，在亲子阅读过

程中，幼儿不必拘束于当下的具体情境，应该具有

自由且丰富的想象表达，例如 ：阅读时亲子间可以

共同讨论故事的情节发展而不必照本宣科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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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强调，培养幼儿早期阅读能力对于幼儿进入

学校后的阅读能力具有很大影响 [5]。同时不同家庭

背景及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影响孩子阅读能力的重要

因素之一 [6]。根据学者研究指出，父母的受教育

程度、阅读习惯和陪伴子女阅读的频率都会对孩子

的阅读习惯、能力及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背

景较好的家庭更愿意在家中营造良好的阅读和学习

情境，同时更重视幼儿阅读的相关事宜 [7][8]。反之，

在低收入家庭中，由于父母的阅读习惯较少且经济

能力低下，与孩子进行亲子阅读的机会也很少。因

缺少与父母共读的机会，其阅读能力也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损伤，并且该情形将会产生世代循环的后续

影响 [9][10]。另外，亲子阅读的引导方式也会深深影

响孩子的阅读及学习事物的态度 [11]。学习需要引

导，孩子的阅读动机一定与父母对待亲子阅读的态

度紧密相关，如果父母能让共读变得活泼有趣，孩子

将会更喜欢阅读。此外，根据相关研究指出 [12]，倘

若家长多使用鼓励的方式回馈孩子，孩子则更能独

立并丰富有趣地叙述完故事，这与孩子自我能力和

创造力之间有相当正向的关系。许多国外学者发现，

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因孩子的身心成熟度不同会

产生不同类型的对话方式 [13][14][15]。国内相关研究

也发现，家长共读的行为会因孩子年龄差异产生相

应变化。有学者指出，家长在孩子十七个月大时，

会通过以描述图画书为主的方式与孩子进行对话，

而对一名二十七个月大的孩子家长而言，对话方式

则是以问孩子问题为主 [16]。除此之外，文化差异也

会影响家长与孩子共同叙述故事的谈话内容 [17]。研

究发现，中国长辈更习惯于教条式说教，欧美家庭

则认为故事具有娱乐或认同的作用，谈话氛围更为

轻松 [18]。另外，韩国的家长会较多地谈到对孩子期

待的行为及社会角色 [19]。因此，在亲子阅读的活动

中，家长与孩子互动的方式会受到家长对某种文化

的认同和价值观的影响 [20]。综上，对亲子阅读的相

关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六点。

其一，有关亲子阅读的研究大多偏重在幼儿的

语言能力、阅读学习能力等领域，对于亲子关系的

影响分析仍有研究空间。

其二，研究指出，家长在亲子阅读活动中的引

导方式对于孩子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采用活泼有趣

的鼓励和回馈方式能使之产生正向作用。

其三，不同家庭背景及家庭环境营造的情境会

对亲子阅读的质量产生相应影响。例如 ：父母的受

教育程度高、有高频率的阅读习惯且阅读习惯良好，

与孩子养成好的学习态度正向相关。

其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因为亲子阅读

机会较少，容易导致儿童阅读困难，这种问题还会

引起世代间的循环影响。

其五，在亲子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家长与孩子

之间的对话讨论，会因孩子的年龄或能力的差异而

形成不同的对话讨论形态。若孩子年龄较小，家长

会以叙述图画书的内容为主，对较大的孩子则会抛

出问题并给予回馈或评论。

其六，亲子阅读的方式与文化差异有关，具有

东方文化背景的家长易将阅读文本当作传达道德规

范及说教的工具。

亲子阅读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父母的社会经

济地位、职业、背景等因素，而亲子互动过程中的

影响机制往往较为复杂。绘本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

亲子阅读方式，能利用文字与图画相辅相成来展现

主题。绘本中的图画具有连续性，能展现整个文本

的故事性，绘本的内容则是针对儿童自身发展的特

质所设计出来的。因此，绘本阅读在如今的早教市

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学者们也对这种阅读方式进

行了相关研究 [21]，但缺乏更深入的定量分析。

因此，本研究综合以上研究成果，通过调查问

卷法与阅读实验法综合定量分析亲子绘本阅读的现

状及特征，并给出对应的改善建议。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3.1　抽样对象与抽样过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在 2016 年 8 月至 11 月

期间，对常州武进区 3—6 岁学前儿童的家长进行了

调研。本次调研共计收到 300 份有效答卷，主要数

据来源是 ：常州武进区某图书馆内受邀参加亲子绘

本阅读活动的家长 ；常州武进区个别幼儿园 3—6 岁

学前儿童的家长；以及各网络 QQ 群的学前儿童家长。

3.2　样本情况

本次针对常州武进区 3—6 岁学前儿童的家长

进行派发答卷式的问卷调研，共派发出 365 份，收

回 343 份，实际有效答卷为 300 份，有效率占 82%。

表 1 为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3.3　数据操作及阅读资料选择

本研究使用 SPSS22 软件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

据进行核算解析处理。同时选择 4 个绘本故事请家

长和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实验。选择的绘本故事需要

满足内容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丰富、逻辑性强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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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新颖等要求。

3.4　阅读实验过程

在调研人员的观察下，家长与幼儿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4 本书的亲子阅读。阅读完成后，家长暂时

离开，调研人员走进阅读室或在幼儿园老师的辅助

下来到教室逐一听取儿童复述刚刚所阅读的文本内

容，同时对现场进行影音录制。为了保证儿童独立

反馈，调研人员对每一位被试儿童进行了单独提问

和隔离录音。我们利用描述性统计方式对调研结果

进行解析，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儿童和家长的亲子阅

读模式 [22] 进行分类，同时参考评价儿童阅读能力的

普遍指标《多彩光谱语言评估标准》[23]，分析儿童

阅读绘本故事后的叙事能力。

4　调查结论

4.1　儿童家长对亲子绘本阅读的态度

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家长对亲子绘本阅读都

抱有积极态度。愿意与孩子共同进行亲子绘本阅读

的家长占 56.3%，比较愿意与孩子进行亲子绘本阅

读的家长占 30.7%，而不愿意和孩子共同进行亲子

绘本阅读的家长仅占 13.0%。

表 2　家长参加亲子绘本阅读的意愿

选　项 频  率
（人）

有效百分比
（%）

非常愿意与孩子一起进行
亲子绘本阅读 169 56.3

比较愿意与孩子一起进行
亲子绘本阅读 92 30.7

没有意愿参与孩子的亲子
绘本阅读 39 13.0

4.2　亲子绘本阅读的方式

据阅读实验结果显示（表 3），57.0% 的家长在

阅读时采用家长读孩子听的方式 ；37.7% 的家长在

亲子阅读时选择和孩子各自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彼此间零沟通 ；34.7% 的家长选取孩子读，家长听

的方式 ；52.0% 的家长采用与孩子一起阅读（阅读

过程中孩子有参与阅读过程）并沟通互动的方式。

此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家长在亲子绘

本阅读的过程中，不能根据孩子的阅读兴趣和儿童

特征选取合理的阅读模式。超过一半的家长对学前

儿童阅读特点不了解，不会根据学前儿童的阅读特

点选择阅读方式的家长占总数的 58%（见表 4）。

问卷调查显示，图读（边讲故事边看图）、点读

（边读故事边用手指指读文字）、诵读（不打断故事，

不指示文字，连贯读完）和跟读（自己读一句，孩

子跟读一句）是普遍的阅读方式。经常利用图读法

的家长比例高达 77.0%，另外，点读法也是经常被

使用的方式之一，比例为 49.7%（见表 5）。

表 3　亲子绘本阅读的阅读方式

选    项 频  率
（人）

有效百分比
（%）

家长读，孩子听 171 57.0

孩子读，家长听 104 34.7

一起阅读并沟通互动 156 52.0

各自读自己的，彼此零沟通 113 37.7

表 4　家长根据学前儿童阅读特点

选择阅读方式的情况

选　项 频  率
（人）

有效百分比
（%）

家长根据儿童的阅读特点
选择阅读方式 126 42

家长不会根据儿童的阅读
特点选择阅读方式 174 58

表 1　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N=300）

分  类 人  数 百分比（%）

幼儿性别
男 138 46
女 162 54

家长学历

高中或中专 75 25
大专 88 29
本科 117 39
硕士 16 6
博士 4 1

家庭收入（月收入）

4500（含 4500 元） 37 12
4500 以上—6500（含 6500 元） 62 21
6500 以上—8500（含 8500 元） 116 38
8500 以上—15000（含 15000 元） 52 17
15000 以上（含 15000 元） 3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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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亲子绘本阅读的阅读方法

题  项 选  项 频  率
（人）

有效百分比
（%）

图读法
经常使用 231 77.0
偶尔使用 62 20.7
没有使用 7 2.3

点读法
经常使用 149 49.7
偶尔使用 128 42.7
没有使用 23 7.7

诵读法
经常使用 123 41.0
偶尔使用 158 52.7
没有使用 19 6.3

跟读法
经常使用 120 40.0
偶尔使用 117 39.0
没有使用 63 21.0

5　亲子阅读的模式

5.1　叙事能力编码设置

在阅读实验中，我们根据评估幼儿智能发展的

常见标准《多元智能理论与学前儿童能力评价》的

评价标准来评价儿童对绘本的转述情况，主要考察 8

个重点，得分在 7 分至 25 分之间，每个重点按 3 级

评分。对转述情况的 8 个重点逐一评价编码信度 [24]，

设定 [0.815，0.898]，P ﹤ 0.001 为编码统一性系数

的取值范围。

5.2　实验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我们对家长及其儿

童阅读行为的统计特征值、相对发生次数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亲子阅读行为发生频率最高的情况是家

长朗诵、家长评价以及家长封闭式提问，其算数平

均值分别是 0.18、0.18 以及 0.17（见表 6））。根据

已有研究，各国学者将家庭亲子阅读模式划分成 4

种至 6 种 [25]，而聚类分析规范的是施瓦兹贝叶斯准

则（BIC），它把对数相似值作为距离度量，聚类数

量是 3、4 以及 5。通过对聚类质量进行观察可以发现，

当聚类数量是 4 时，具有最高的聚类质量。将各项

数据进行对比，把预测变量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如

表 7 所示。

表 6　亲子阅读行为发生频率

评估项 最小值（%） 最大值（%） 算数平均值（%） 标准差
家长开放性提问 0 % 2 0.02
家长封闭性提问 0 31 17 0.11

家长共享 0 12 1 0.02
家长讲述 0 5 1 0.01
家长评价 1 44 18 0.08
家长朗诵 0 66 18 0.13
家长解答 0 13 1 0.03
儿童朗诵 0 47 7 0.11
儿童重复 0 45 2 0.05
儿童回应 0 32 13 0.12
儿童评价 0 28 5 0.05
儿童发问 0 24 2 0.04
儿童共享 0 7 1 0.01

表 7　阅读模式聚类指标和排列情况

类  型 阅读评论模式占比
（%）

逐次问答模式
占比（%）

仅阅读模式
占比（%）

儿童主动模式
占比（%）

聚类大小（对） 125 117 33 25
家长开放性提问 4 5 0 2
家长封闭性提问 16 30 3 6

家长共享 4 2 3 3
家长讲述 2 3 0 2
家长评价 25 15 25 15
家长朗诵 16 16 49 19
家长解答 2 2 2 13
儿童朗诵 13 4 2 19
儿童重复 2 3 12 3
儿童回应 13 24 3 5
儿童评价 9 4 6 5
儿童发问 4 3 2 18
儿童共享 3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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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7 的分析可知，亲子间主要有 4 种阅

读形式，分别是阅读评论模式，逐次问答模式，仅

阅读模式，儿童主动模式。其中，阅读评论模式是

指家长边阅读边对故事进行讲解评论 ；逐次问答模

式是指家长边阅读边对书中内容进行提问 ；仅阅读

模式是指家长对绘本进行诵读 ；儿童主动模式为儿

童自主阅读绘本，家长在一旁陪伴倾听。调查显示

如下。

125 对家长和儿童采用阅读评论模式实施阅读。

在采用该种阅读手段的亲子阅读中，发生家长及儿

童评论情况的概率值较高，家长和儿童会采用语言

对画面实施描述以及讨论，其发生概率的平均值结

果是 0.25 与 0.09。

117 对家长和儿童采用逐次问答模式实施阅读。

在此情况下，发生概率高的情况是家长提问以及儿童

回复，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平均值分别是 0.30 与 0.24。

33 对家长和儿童采用仅阅读模式实施阅读。在

此情况下，发生概率高的情况是家长朗诵以及儿童

重复，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平均值分别是 0.49 与

0.12。这种阅读模式下家长通常只对绘本文本进行

阐述，无法进行更高层次的扩展阐述，儿童也只能

对接收的文本内容进行了解，无法获取更多内容。

25 对家长和儿童采用儿童主动模式实施阅读。

在此情况下，发生概率高的情况是儿童朗诵，概率

平均值是 0.19，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具有较高的配

合意识。

5.3　儿童叙事能力和亲子阅读模式的回归分析

对亲子阅读模式以及儿童叙事能力进行回归分

析，选择儿童叙事能力为因变量 ；初次阅读年龄、

阅读时长（每次阅读时间平均时长）、家长学历、阅

读频率（每周阅读次数）为自变量 ；儿童年龄为单

因变量。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 8 结果。

表 8　孩子复述故事能力影响因素

波动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校正模型 282.412 49 5.76 1.133
截距 19.573 1 19.573 4.271

儿童年纪 30.226 1 30.226 6.528
家长学历 3.891 2 1.29 0.265*

初次进行阅读年龄 18.944 3 4.653 0.998*
阅读频率 3.866 2 1.215 0.27*
阅读时长 2.813 2 0.964 0.195*

方差 98.02 20 4.61 —
汇总 9930 71 — —

修正汇总 381.542 70 — —

注 ：* 代表存在显著影响，P<0.01

由表 8 分析结果可知，在控制儿童年龄的情况

下，家长学历、阅读时长、初次阅读年龄以及阅读

频率对儿童复述故事能力的高低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对亲子阅读模式以及儿童叙事能力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X1、X2 和 X3 用于描述亲

子阅读形式，其中“阅读评论模式”“儿童主动模式”“逐

次问答模式”和“仅阅读模式”的取值分别为（1，0，0）、

（0，1，0）、（0，0，1）和（0，0，0）。回归分析中的

因变量以及自变量分别是儿童复述故事能力以及儿童

年龄、亲子阅读模式，分析结果如表 9 中所描述。

表 9　回归分析亲子阅读模式与故事复述能力结果

模  型
情况 1 情况 2

儿童年龄 儿童年龄 X1 X2 X3

R2 0.236 0.329 — — —
ΔR2 .236*** 0.055* — — —

F 23.123*** 8.697*** — — —
非标准化系数 B 1.226 1.305 1.621 1.508 -0.117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差 0.261 0.253 0.777 0.77 1.169
标准系数 0.598 0.526 0.351 0.331 -0.024

t 4.812*** 5.258*** 2.086* 2.69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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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数据可知，不同亲子阅读模式对儿童叙

事能力的干扰力为 5.258%，儿童年龄情况对儿童叙

事能力的干扰力为 23.123%。另外，通过逐次问答

以及阅读评论模式进行阅读的儿童，其故事复述能

力比采用主动模式和仅阅读模式的儿童故事复述能

力高很多。

6　讨　论

6.1　家长与儿童阅读行为间的关系

当儿童的洞察力与思考能力被开放性的提问激

发出来时，亲子间的交流也会随之增加。阅读实验

记录显示 ：家长在亲子阅读过程中进行开放性提问，

可促进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相反，封闭性提

问忽视了儿童自我思考的必要性，阻碍了儿童的语

言领悟与表达能力的发展。在亲子阅读过程中，如

果家长没有和孩子进行交流、共享阅读，会遏制儿

童早期读书爱好的发展，使儿童无法从阅读中感受

到读书的快乐。家长在阅读过程中的讲述和解释，

会有助于儿童更简单清晰地理解，这在儿童早期阅

读中是必不可少的。

6.2　不同亲子阅读模式间的差异

调研结果显示，当儿童处于亲子阅读的主动位

置时，儿童状态更活跃、发言更积极，此时儿童的

提问与共享活动的频率也会高于家长主导型的阅读

模式。在大部分阅读中，家长掌握着全部的阅读进程，

儿童被动阅读，导致其情绪不积极，阅读过程中的

互动交流也寥寥无几。所以，家长阅读方式对儿童

阅读能力具有较高的干扰性。

7　结　论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法和阅读实验法获得了相应

的数据，基于获取的数据对亲子绘本阅读现状进行

了数据分析描述，深度分析了亲子绘本阅读方式的

具体特征，分析结论如下。

（1）大多数家长对亲子绘本阅读具有积极的态

度，但部分家长在亲子绘本阅读的过程中，不能根

据孩子的阅读兴趣和特征选取合理的阅读模式，还

有部分家长不会根据学前儿童阅读特点选择合理的

阅读方法。

（2）亲子阅读的行为模式可分为阅读评论模式、

逐次问答模式、仅阅读模式和儿童主动模式。

（3）家长阅读方式对儿童阅读能力具有较高的

干扰性，在不一样的亲子阅读模式里，家长和儿童

的阅读方式会有所不同。

（4）在控制儿童年龄的情况下，家长学历、阅

读时长、初次阅读年龄以及阅读频率对儿童的叙事

能力有明显的影响。

（5）不同亲子阅读模式下儿童复述故事能力表

现也不同，采用阅读评论模式以及逐次问答模式进

行绘本阅读的儿童，具有更高的叙事能力，采用儿

童主动模式以及仅阅读模式的儿童叙事能力相对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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