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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讲述活动和早期阅读活动同为语言教育活动五大类型，其在幼儿园语言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论文将从活

动目标、活动内容、感知对象的不同以及语言环境要求四个方面详细论述早期阅读活动和讲述活动的差异，帮助幼

儿教师掌握两个类型语言活动的特征，促进语言活动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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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rrative	activities	and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are	two	of	the	five	types	of	language	education	activitie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kindergarten	language	activitie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and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from four aspects: activity objectives, activity content, perceived objects,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 
requirements. It aims to help preschool teachers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types of language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i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children’s language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activities; narrative activities

1 引言

讲述活动和早期阅读活动同为语言教育活动五大类型，

其在幼儿园语言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早期阅读活动中，

让幼儿在理解的基础上用口头语言来讲述阅读材料的主要

内容是早期阅读教育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认知目标。由此可

见，幼儿的早期阅读活动与讲述活动是紧密相连的。而在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理论与实务》这门课的考核作业中

发现，将近 63.7% 的学生将这两种类型语言活动混为一谈，

主要体现在对活动类型的目标掌握不准确、活动内容与目标

不符，活动组织不符合活动类型特点等问题上。因此，本文

将从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感知对象的不同以及语境要求四

个方面详细论述早期阅读活动和讲述活动的差异，促进语言

活动的有效开展。

2 活动目标的差异性

早期阅读是指 0~6 岁学前儿童凭借变化着的色彩、图

像、文字或凭借成人形象生动的读讲来理解读物的活动 [1]。

早期阅读活动通过幼儿以视觉和听觉为主的感官参与，理解

阅读材料的表征意义，发展书面语言能力，培养阅读兴趣、

阅读习惯和自主阅读能力的活动过程。它不是单纯的看书、

识字活动，而是一种结构相对完整、体系相对独立、能积极

地调动幼儿各个感官，从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

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阅读活动的侧重点是发展幼儿的

早期阅读能力，促进幼儿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发展。

讲述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幼儿独立构思和表

述一定内容的教育活动。讲述活动是幼儿语言教育的重要组

织形式，要求幼儿借助一定的凭借物，独立构思，在相对正

式的语境中完成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它的着眼促进幼儿

独白语言的发展 [2]。独白言语指的是说话人在头脑中构思和

表达对某些内容的完整认识，要求较长时间的独自讲述，没

有交谈者的应答来支持，因而语句要完整，讲述的内容不能

简化 [3]。由此可见，讲述活动的主要目标为培养幼儿独立构

思与完整表述的能力。从认识角度看，幼儿懂得用适当的语

音语调讲话，有积极的表达愿望；从情感、态度角度看，幼

儿喜欢表达、与人交流，能在适宜场合积极主动发起话题，

乐意在集体中发言，态度大方，声音响亮；从能力角度看，

能够用连贯的语句和恰当的语调清楚表达，能够条理清楚、

前后连贯、生动形象地讲述图片及事件等。具体表现在三个

方面：其一是在集体场合大方自然讲话；其二是使用正确的

语言内容和形式进行讲述；其三是有条理有重点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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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期阅读活动和讲述活动的目标侧重点完全不

一样，看图讲述活动侧重于发展幼儿的独白语言，要求幼儿

用相对正式规范的语言完整、连贯地讲述内容。早期阅读教

育的重点在于让幼儿理解各个画面之间、画面与故事之间的

关系，从而把握图书的基本结构，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早

期阅读活动是先理解、后讲述，虽包含讲述的内容，但不同

于看图讲述。

3 活动内容的差异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幼儿早期阅读的

定位是：接触书面语言的学习阶段。对于幼儿来说，掌握书

面语言是有困难的，但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对书面语言的浓厚

兴趣。早期阅读作为幼儿接触书面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应

该包括一切与书面语言学习有关的内容 [4]。按照幼儿接触书

面语言的不同阶段以及幼儿早期阅读的目标，为幼儿提供的

早期阅读内容应包含三个方面的阅读经验，即前阅读经验、

前识字经验和前写经验。从表 1 可以看出每个方面具体的指

标点。一般而言，图书是书面语言的载体，但因幼儿认知能

力有限，所以学前阶儿童阅读的图书是由文字和图画两种符

号系统构成的，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用幼儿感兴趣的、丰

富多彩的图画书籍来帮助幼儿学习阅读图书，提高阅读的能

力，就成为幼儿教育工作者的特殊任务。幼儿园早期阅读活

动为幼儿提供机会，在此过程中培养幼儿的图书阅读兴趣、

养成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发展他们初步的阅读和书写

准备能力。

讲述活动按照内容和表达方式来看，可分为叙事性讲

述、描述性讲述、说明性讲述和议论性讲述。早期教育活动

中的让幼儿自主阅读材料这一过程中，更多的采取描述讲

述，即让幼儿用生动形象的口头语言把人物的状态、动作或

者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具体地描述出来。而在理解故事内容

阶段则更多的是说明性讲述，让幼儿用简单明了的言语将自

己的理解解释清楚，如“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主人公？”等。

由此可见，早期阅读活动的内容是综合性的，讲述只是理解

阅读材料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而讲述活动是单一的，主要围

绕某一主题进行深入表达。

4 感知对象的差异性

感知对象是直接作用于幼儿，提供给幼儿认识的人物、

事件、物品或场景，也是幼儿语言表达和讲述的媒介。对于

幼儿而言，语言表达的产生不是凭空而发的，往往需要有感

知的对象，引发语言表达的愿望和联想。围绕什么中心来表

达，在不同种类的语言教育活动中有不同体现。

讲述活动的感知对象就是凭借物，所谓凭借物指的是

学前儿童进行讲述的对象，可以是教师为幼儿准备的，也可

能是幼儿自己准备的；包括实物、图片等具体事物，也包括

设计的活动情境等。讲述围绕凭借物进行，因此它决定了幼

儿讲述的指向和内容范围。凭借物在讲述中的应用应符合幼

儿言语发展的需要。由于原有的经验有限，幼儿往往不能实

现完全靠记忆和感知表象来进行个人化的言语表述。因此需

要凭借当时出现在眼前的实物或情境，将其具象化，即用一

定的凭借物将记忆中的材料信息补全，或是丰富表象。

早期阅读活动的感知对象即图文并茂的阅读材料和一

些有声读物。对婴幼儿来说，产生视觉刺激的材料都属于阅

读材料，甚至包含听觉的、口语的、触觉的材料。幼儿阅读

材料更注重通过图像、线条、色彩、符号及文字等因素来准

确表达材料要传递的内容 [5]。讲述活动的凭借物仅提供关键

线索，有大量的留白和不确定性可供幼儿独立构思和自由想

象。因此，早期阅读材料的呈现比较详细、完整和确定，而

讲述活动的凭借物则不是。

表 1 早期阅读活动内容一览表

内容 维度 具体指标

早期阅读活动

前阅读经验

①阅读图书的经验，掌握一般的翻阅图书的规则方式。

②读懂图书内容的经验，会看画面，能从中发现人物表情、动作、背景，并将之串联起来理解故事情节。

③理解图书画面、文字与口语有对应关系的经验，会用口语讲出画面内容；或听老师念图书，知道是在讲

故事的内容。

④图书制作的经验。

前识字经验

①知道文字有具体的意义，可以念出声音来，可以把文字、口语与概念对应起来。

②理解文字功能、作用的经验。

③粗晓文字来源的经验。

④知道文字是一种符号，并与其他符号系统可互相转换，如认识种种交通与公共场合的图形标志。

⑤知道文字和语言的多样性经验。

⑥了解识字规律的经验。

前书写经验

①认识汉字的独特书写风格，如能将汉字书写区别于其他文字。

②知道汉字的基本架构，如懂得汉字可以分成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

③了解书写最初步的规则，学习按照规则写字，尝试用有趣的方式练习基本笔画。

④知道书写汉字的工具，知道使用铅笔、钢笔、毛笔等书写的不同要求。

⑤学会用正确的书写姿势书写，包括坐姿、握笔姿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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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环境的不同

语言的表达离不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被用来表达

特定的意义，传递信息，交流感情，反过来说，不同的环境

对语言的使用也有不同的要求。环境对有效开展语言活动起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幼儿发展的阶段特点为幼儿提供丰富的阅读环境，

是早期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教师和家长要善于为幼儿

提供一切机会、场所，让幼儿感受书面语言，体会阅读的

乐趣。以幼儿园为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环境中都可

以为幼儿创造出丰富的阅读环境。时间上，除了为幼儿专门

开设的早期阅读活动课，还可以充分利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

的各个环节来锻炼幼儿的早期阅读能力。如在幼儿晨间入园

时、盥洗与饮水时、午睡起床时、晚间离园时，教师适时安

排阅读活动。空间上，可以合理利用幼儿园中的各个场所，

如在园中的走廊、楼梯的墙上绘上配有生动图案的阅读文

字；在盥洗室等幼儿公用场所标上图文结合的指导语。幼儿

园中还可以布置“阅读角”等专门的阅读活动区域。这些

在引导幼儿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也给幼儿灌输着一些文字

信息。

组织讲述活动时，要求为幼儿提供相对正式的语言环

境。讲述活动不仅要求幼儿能在小组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

法，还要求幼儿能在集体面前用规范的、严密的语言大胆地

表达自己的认识。这种正式讲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

规范、语境规范，即一般在专门的教学活动中开展这类活动；

二是语言规范，即幼儿需要使用较为完整的连贯句。讲述活

动要求有相对正式规范的语境，给幼儿提供规范语言发展的

机会，这和早期阅读活动对幼儿语言理解和表达水平的要求

是不同的。语言是人们用来交际的工具，在一定的交际场合，

说什么、怎么说，内容、方式、环境和表达者是相互统一的。

幼儿在讲述活动中，体会并感知语境，学会自主调节自己的

说话方式、交流范围、表达风格，知道慎重考虑才能发表个

人见解，对规范性语言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尤其是为入学后

的书面语言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早期阅读活动因为阅读

材料的不同，对语言环境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阅

读材料是娱乐性的，那么更多运用宽松自由的口头语言；如

果阅读材料内容是科学常识的，那么更多运用清楚完整的连

贯性语言。

6 结语

比较讲述活动和早期阅读活动的差异，是为了更好地

帮助幼儿教师掌握理解两种类型语言活动的特征，从而有效

的开展语言教育活动，更有针对的促进幼儿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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