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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绘本双语共读中家长承担中介调节者的角色，共读活动不但能提供丰富的双语输入和认知调节，更能推动社会情感

能力的发展。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干预调节理念调查城市家庭英语绘本双语共读的现状和家长借此对儿童社会情感学习

（SEL）的干预水平。研究发现：我国英语绘本共读虽开始流行，但是在东、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针对SEL五个维度而言，所

有家庭都能做到通过双语共读提升儿童的人际关系管理能力，但对其它四个维度的干预因家庭经济水平和母亲教育背景的不

同而产生显著差异，其中对负责任决策的影响最大；母亲的英语水平（四级或六级）和家庭子女数量均未对SEL的干预产生显

著影响。因此，呼吁政府、学校、社区、幼托机构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的SEL发展，并期望研究者继续探索基于英文绘

本共读的SEL互动策略和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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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ilingual co-reading of English picture books，parents play the role of mediators.Co-reading activities not only provide

rich bilingual input and cognitive mediation，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abil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eading of English picture books in urban families and parents’intervention in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S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Sociocultural Theory. The study notices that although the co-reading of

English picture books has become common，there still exists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China. Moreover，all

families have awareness of improving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rough bilingual co-reading for the five di-

mensions of SEL. But the intervention on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e to the family’s economic level and

moth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which especially has greatest impact on children’s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The study also no-

tices that neither the mother's English proficiency（CET4 or 6）nor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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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 intervention. Meanwhile，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schools，communities and kindergarten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L among children，especially whose families from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and hope that re-

searchers continue to SEL interac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English picture book co-reading.

Key words: English picture book；bilingual co-reading；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intervention

一、问题的提出

《OECD学习框架2030》把社会情感能力列为

三大“核心技能”之一。最近，教育部相继颁布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和《家庭教育

促进法》，把优化家庭教育方式、提高儿童全面发

展的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社会情感学习（SEL）伴随人一生的成长，但

由于心理特质的滞后反应，早期融入SEL的高

质量干预就显得举足轻重，可谓回报率最高的

人力投资资本［1］。相类似，社会文化理论的创立

者维果斯基认为，只有走在自然发展前面的干

预才是最佳的，才能激发正在发展和即将成熟

的能力。他指出，人的心理发展受他人、物质工

具和心理工具的调节和干预，其中语言是最重

要的心理工具，能促进思维、认知世界和调节自

我。在各种语言干预活动中，绘本共读指成年

人陪伴儿童共同阅读绘本，引导和鼓励儿童进

行相关讨论的活动［2］。该活动符合儿童的认知

特点，也富含语言与社会情感输入，被认为是共

读活动的有效载体［3-4］。综上可知，通过绘本共

读可以提高儿童的语言、情感、社会技能等方面

能力的发展［5-6］。

英语绘本融汇不同文化的智慧，不但有助

于中西互鉴，还能培养儿童对本族文化的认同

和自信，提升他们的国际视野。鉴于英语绘本

共读者大多以双语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语言和

社会情感干预，本研究称该活动为“双语共读”

干预。

目前对绘本共读的研究大多为母语绘本，

对英语绘本双语共读相关的调查有限，对双语

共读中融入SEL干预的更屈指可数。基于此，

本研究以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会”

（CASEL）提出的社会情感能力五大要素作为框

架，以社会文化理论的干预调节为方法，以英

语绘本双语共读为中介活动，调查中国不同地

域的共读现状和家长借此对儿童社会情感学

习的干预行为。

二、文献综述

（一）儿童社会情感学习与绘本双语共读

社会情感能力涉及到管理个人情绪、理解个

人价值、关爱他人、具有责任意识，构建与维持与

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等。它能保证个体以社

会接受或尊重的方式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合作，

故是个人融入社会的必备条件。该能力一般通

过家庭、学校等培养和干预获得，但近些年中国

家庭和学校教育偏重学业成绩，导致社会情感等

非学术因素的培养相对薄弱。

社会情感学习包括个体学习理解和管理情

感、设定和实现目标、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同情、

建立和保持积极关系以及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过

程［7］。以上五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意识、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人际关系管理和负责任决策（见表1）。
表1 社会情感学习的维度和含义

维度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关系管理

负责任决策

含义

准确地判断和认识自身的感受、兴趣、价值观和能力优势；保持自信心

管理自己的情绪来处理焦虑，控制冲动，在挫折与阻碍面前坚持不懈；设置学业目标并监督自己不
断向目标靠近和进步，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能够理解他人并同情他人；认识并学会欣赏个人与他人的共同点与差异；学会发现并利用家庭、学
校和社会的资源

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健康的、有益的人际关系；抵制不当的社会压力；预防、管理并解决人际
冲突；当有需要时向他人寻求帮助

在综合考虑道德标准、安全性、社会规则、尊重他人以及不同行为造成的可能的结果的情况下做出

决策；将这些决策技能运用到学习和社会情境中；对自己的学校和社区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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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现有 SEL 项目依托学校教育实现。

CASEL的研究证明，接触过SEL的学生拥有更为

健康的态度，更强的社会和情感技能以及更出色

的学业表现。如一项涉及学前儿童到高中生的

SEL项目评估表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积极行为

大幅提升，而不良行为和终止学业率明显降低。

更多研究从教师角度调查其社会情感能力、信念

和态度对项目的开展情况、持久性和有效性等的

影响［8-10］。自从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教

育部引入SEL项目后，我国首先立足西部几个省

份，主要通过提升校长的领导力进行制度建设、

教师教学观念转变等开展［11］。也有研究聚焦某

个地域或具体地区进行研究［12-14］，其中陈瑛华和

毛亚庆［12］证明了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显著

影响西部农村地区学生学业和社会情感能力的

发展；杨传利等的研究发现，北京和宁夏农村学

生社会情感能力呈现显著差异［13］。另外也有研

究依托显性的SEL专门课程和隐性SEL渗透课程

对学生进行培养［15］，比如以美术课为中介，把民

族地区学生审美情趣的提升与SEL整合，实现双

赢［16］。这些研究均为我国SEL在学校层面的开展

做出了有益尝试，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以上

研究大多局限于学校环境，而目前更多专家呼吁

家庭、学校和社会多级生态系统形成合力，尤其

是家长担负起更大的责任［13-14］，在《家庭教育法》

颁布的当下，家长更是责无旁贷。

家长对儿童教育具有初始性、亲密性、个性

化和持久性，有助于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等

途径对儿童的SEL产生终生影响。亲子共读作为

中介，一方面能为儿童提供符合他们独特认知的

双语学习潜在机会，另一方面更容易促成交流互

动，引发SEL的干预行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承载着各国的思维

和文化，故英语绘本集学习、思维认知、素质培养

于一体［17］，拥有独特的价值。

此外，鉴于儿童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应

该充分利用2岁到青春期儿童语言习得的优势。

众多研究也证实，双语儿童的优势体现在认知灵

活性高［18］、工作记忆好［19］和大脑执行功能强［20-21］

等方面。其次，早期给予儿童充足的语言互动和

良性刺激也有助于形成“社会脑”（即人际交往过

程中表现出的行为和反应，如情绪、言语表达、表

情等），有效拓展儿童的积极情感，改善心理健康

状况，这一点也契合《3~6 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

南》倡导的利用语言构建积极的社会互动，为儿

童建立有效学习语言和“社会脑”的环境。

（二）基于英语绘本双语共读的干预

近些年，绘本共读干预的相关研究主要受维

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中介调节、最近发展区和

支架的影响［22-23］。在该视角下，儿童的发展被视

为一个中介干预过程，家长在共读过程中积极承

担了中介者的角色，通过丰富有效的互动策略吸

引儿童对绘本中图片、文字和相关信息的关注，

鼓励他们参与相关讨论活动。这种家长-儿童-

绘本的三元互动能极大地提高儿童阅读的参与

度，提升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同时促进高阶思

维的发展［24-25］，其中社会情感能力首当其冲。

目前，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以英语绘本双

语共读来干预社会情感学习的研究鲜有涉猎。

此外，对SEL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域差异、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SES）、父母教育背景等，但忽视了对

父母陪伴过程的关注［1］，尤其是共读过程中的提

问内容和类型［26］。父母作为儿童社会文化环境

中重要的“他人”融入了以上各个社会和家庭因

素，他们的中介调节作用是最直接、最综合和最

显著的。此外，基于单一地区和群体的抽样调查

无法验证不同地域的差异。据此，有必要将家长

英语绘本双语共读和对SEL的干预相结合，调查

全国不同地域双语共读的现状和对SEL干预的影

响，为我国社会情感学习的家庭教育、家校合作、

学有所伴等提供数据支撑。

三、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

经济地带的城市家庭进行了调研，旨在了解我国

不同地区的家庭进行英语绘本双语共读的特点

以及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家长对儿童社会情感

学习的干预，主要回答的问题如下。

1）我国城市家庭英语绘本双语共读基本情

况和地域特点是什么？2）以上特点是如何影响

家长对儿童SEL的干预？

本次调查以问卷星的形式，请假期返乡大学

生收取。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609个3-7岁

的城市儿童家长参与调查，有效问卷586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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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96.2%，三个地区分别占比 36.3%，36%，

27.7%。

调查问卷“英语绘本双语共读与社会情感学

习干预量表”分别从家庭基本情况（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家庭成员等），英语绘本双语共读（英语

经历、共读史、绘本模态、日均共读时长等），社会

情感学习干预（CASEL的五个维度上的行为）三

个方面设计。在儿童发展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大多都是以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

业进行量化，但根据具体目的，维度也会略有不

同，例如Chang等研究亲子共读中的互动策略与

信息类型时，将母亲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作

为SES的指标，为本研究所借鉴［27］。另外，家庭成

员因素包括子女个数、共读者和老人是否参与育

儿，后者主要考虑中国家庭老人在家务和孩子日

常生活上辅助的影响。社会情感学习干预部分

的编制框架源自CASEL的五个维度，共20题，采

用李克特5级量表。其中的题项如“我会根据绘

本内容引导孩子去理解他人的情绪”（社会意识

维度），“共读中我会有意识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自我管理维度）等。

四、研究结果

（一）我国城市家庭绘本双语共读情况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5，而且各个维度的分项信度也较高，表明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调查发

现，超过60%的家长有双语共读的经历，且三个

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显著多于西部。

以下从共读史、日均时长、绘本模态、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方面展示双语共读的现状（见表2-3，

图1）。
表2 英语绘本双语共读情况

特点

共读史（年）

日均时长（分钟）

分类

<0.5

0.5-1

1-2

>2

<10

10

20

30

>30

比例%

62.1

19.3

10.6

8

46.1

24.6

14.8

8.2

6.3

特点

绘本模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分类

纸质

电子

双模态

10万以下

本科以下

10-30万

本科

30万以上

研究生及以上

比例%

42

17.9

40.1

23.4

34.1

35.4

50

41.2

15.9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1 2 3 4 5

绘本共读史 近三个月日均时长
1=半年以下 3=一年到两年 1=10分钟以下 3=20分钟 5=30分钟以上
2=半年到一年 4=两年以上 2=10分钟 4=30分钟

图1 不同地区共读史和日均时长分布

从表2和图1可知，绘本共读史半年以下占

比最多，半年到一年次之。从图1左半部分可知，

东部地区家庭共读史在半年到两年占比最多，而

两年以上的中部家庭占比较高。卡方检验发现

三个地区并未呈现显著性差异，但将两个地区细

分到东南和西北地区进行分析后显著差异呈现，

东南地区集中在一年到两年之间，而西北地区则

主要在半年以下。

从表2的日均共读时长来看，70.7%的城市家

庭不超过10分钟，不足10%的家庭在30分钟以

上。从图1右半部三个地区的差异来看，西部地

区日均时长在20分钟以下的占比稍多；东部在

20-30分钟的占比略多；而中部地区在30分钟以

上占比最多，可见中部地区最高，但地区间均未

呈现显著性差异。

从英语绘本模态来看，纸质和双模态为主

体，分别为42%和40%。可见，纸质绘本虽然仍很

普遍，但电子绘本的便捷性、互动性、趣味性等特

点使得两者结合的双模态越来越受青睐。相比

之下，仅有17.9%的家庭单纯使用电子绘本，且三

个地区未呈现显著差异。

为了便于分析，分别将家庭年收入10万以下

且母亲学历本科以下设定为低SES（1-2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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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到 30 万且母亲学历本科设定为中 SES（3-4

分），家庭年收入30万以上且母亲学历为研究生

及以上设定为高SES（5-6分）。根据表3可知，

中、高SES家庭更倾向于与儿童进行双语共读，高

SES共读史集中在半年以上，且更愿意选择双模

态绘本。不同SES家庭在表3中四个方面的卡方

检验值均有显著差异。

表3 家庭SES与英语绘本双语共读

共读情况

共读经历

共读史（年）

日均时长（分钟）

绘本模态

是

否

<0.5

0.5-1

1-2

>2

<10

10

20

30

>30

纸质

电子

双模态

SES低

%

14.6

29.6

28

13.3

6.5

6.4

28.9

15.3

9.2

20.8

16.2

19.6

16.9

6.8

SES中

%

48

51

51.6

44.2

45.2

48.9

48.5

50

58.6

37.5

45.9

46.4

58.5

45.9

SES高

%

37.4

19.5

20.3

42.5

48.4

44.7

22.6

34.7

32.2

41.7

37.8

34

24.6

47.3

卡方

31.27

（p=0.000）

51.79

（p=0.000）

28.50

（p=0.000）

17.90

（p=0.001）

SES事后检验

低—高**

低—高***

低—高**

低—高***

低—中***

低—高**

本研究中家庭成员因素涉及孩子个数、共读

者（及英语水平）以及老人是否参与育儿三方

面。统计发现，共读者仅与日均时长显著相关，

其中当父亲作为共读者时，日均时长集中在10分

钟及以下；当母亲为共读者时，时长达到20-30分

钟。同时，相比较母亲英语水平为四级的家庭，

六级及以上的家庭有更多的双语共读经历（p=

0.000），更长的共读史（p=0.000），且更乐于选择

双模态绘本（p=0.013）。此外，家庭孩子个数对亲

子共读在各方面均无显著性影响，而老人参与育

儿与否在日均共读时长方面差异显著，但当老人

参与育儿时，日均时长集中在10分钟以下；反之，

则显著超过30分钟。

（二）绘本共读中家长对儿童SEL的干预

以地区、家庭SES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虽然SEL整体上不存在地域上的

显著性差异，但在分项维度上，SES对人际关系管

理外的其余四个SEL维度的干预都产生显著差

异，其中，中、低SES的家长均与高SES家长在自

我管理方面差异显著，而低SES与其他两组在负

责任决策上均有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不同SES的家长对儿童SEL的干预比较

SEL五维度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关系管理

负责任决策

低SES

均值

3.96

3.92

3.99

3.98

3.92

标准差

0.7

0.69

0.64

0.64

0.68

中SES

均值

4.04

4.02

4.1

4.06

4.02

标准差

0.71

0.72

0.68

0.71

0.71

高SES

均值

4.16

4.15

4.2

4.14

4.15

标准差

0.58

0.55

0.55

0.56

0.56

F

3.47*

4.51*

3.99*

2.12

4.70**

P

0.032

0.011

0.019

0.121

0.009

事后检验

低—高*

低—高*，中—高*

低—高*

低—中*，低—高**

对双语共读史和家长对SEL干预的方差分析

发现，共读史的长短在SEL上有显著差异（P＜

0.05），且在自我管理维度上差异最显著（P＜

0.001）。当共读史小于两年时，日均时长与SEL

总体成正比。对不同共读者之间的分析显示，在

对五个维度的干预上，因共读者不同均存在显著

差异（P＜0.05），尤其在自我管理维度上（P＜

0.001）。当共读者是母亲时差异最显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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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共读者是父亲时，差异不显著。此外，共读

者的英语水平对SEL的干预无显著差异。
4.3

4.2

4.1

4.0

3.9

3.8

3.7
10分钟以下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以上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关系管理 负责任决策

平
均

得
分

图2 日均时长和家长对儿童SEL干预的相关分析

对日均共读时长和家长对SEL的干预统计结

果显示，除了社会意识和负责任决策以外，日均

共读时长在其他三个维度干预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P＜0.05），并且自我管理维度上差异最显著

（P＜0.01）。当日均时长在30分钟以内时，共读

时间与SEL干预均值成正比；当共读时间超过30

分钟时，各个维度的均值差异有所降低（见图2）。

五、讨论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人终身发展不可或缺的

核心素养，重视该能力的培养也已成为儿童教育

和研究的重要趋势。同时，通过英语绘本双语共

读过程的输入，对儿童大脑的执行功能［20］、身心

健康的持久影响也逐步得到共识。针对国内双

语绘本对SEL影响的研究不足，本研究调查了目

前现状和具体影响因素，且相对于前期基于学校

教育而言，在视角、实践意义和发现上都有突

破。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家庭英语绘本共读已经

逐步开始普及，但双语共读在地区、家庭SES水平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也不同程度地

影响家长对SEL的干预。

（一）英语绘本共读较为普遍，但呈现出不同

差异性

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家庭英语绘本双语共读

已逐渐成为普通家庭的主要选择之一融入亲子

共读活动之中，对于东部家庭而言尤其如此。从

时间维度来看，绝大多数家庭（约80%）共读史在

一年以下，日均共读时长在10分钟及以下（约

70%）。虽然两者都不高，但鉴于3-7岁的儿童母

语和必要生存技能的多维发展需求，且儿童注意

力资源有限，加之英语作为外语缺少语境，这一

现状基本合理。尽管如此，建议家长利用儿童语

言学习关键期中大脑较为敏感和英语学习较为

轻松的优势，不失时机地提供丰富的二语刺激。

此外，虽然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日均时长差

异不显著，但两年以上共读史和30分钟以上日均

时长都是中部地区最突显（见图1），其原因应该

是中部城市的工作竞争和压力、生活成本较之东

部地区更小，可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而在

教养理念和SES方面又比西部地区更具优势，故

更重视英语绘本的双语共读。

东南地区家庭的共读史显著多于西北地区，也

体现出西北经济欠发达状况对家庭教养观的影

响。这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教育政策和支持力度，

如文化资源（图书、玩具）和社会公共资源（图书馆、

博物馆、优秀的早教资源）的不足，导致和家庭教育

相关的社会支持与干预较为欠缺［28］；在微观层面上

表现为家长更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相应地，解决

路径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统筹推进。

不同SES家庭在双语共读特征上的差异性最

突出，高SES家庭的双语共读经历更加丰富，更乐

于选择双模态绘本，共读史和日均共读时间相对

更长，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高和低SES家庭之

间。这一结果符合前期研究，例如Iruka等同样发

现，亲子共读时间和SES呈正相关，且与儿童早期

读写能力密切相关［29］；低SES家庭由于无法为儿

童提供足够的认知刺激材料或活动，如高质量的

绘本等，使共读活动受限。此外，Landry等也发

现，高学历父母的亲子共读更为频繁［5］。本研究

的SES恰巧涵盖家庭收入和母亲教育背景，进一

步证明了两者对英语绘本双语共读的影响力。

本研究同时发现，母亲的英语水平与共读经

历和共读史呈正相关，这说明英语水平较高的母

亲更重视孩子的双语启蒙教育，且一旦制定好共

读计划就能长期躬体力行，持之以恒，其榜样力

量和耳濡目染自然有助于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

养成。同时对双模态绘本的选择也表明，英语水

平高的母亲能及时关注和接纳绘本的新发展态

势，这也可能与她们个人英语学习的成功经验有

关。家长总是愿意用自己验证过行之有效的学

习观念、策略、习惯和资源来教养子女。

（二）家长对SEL干预整体上地域差距小，但

母亲的干预在分维度差异显著

本研究发现，SEL整体上不存在地域上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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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异，这表明，自2011年开始的联合国与中

国教育部合作的SEL项目的有效性。很重要的一

点是本研究从家庭视角入手，是对前期关注学校

教育研究的有力补充。陈瑛华和毛亚庆［12］对西

部学校SEL的研究和杨传利等［13］对东西部学校的

对比表明东西部学校在SEL方面的差距，但在本

研究基于家庭的研究显示，差异未达到显著程

度，表明相对以前，西部家长整体上也开始关注

儿童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愿意进行

双语绘本共读的家长基本上教育程度较高，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显著的原因。

本研究证明了以往研究中母亲在亲子共读

和社会情感发展中的主要角色，且相对父亲而

言，母亲作为共读者时亲子共读日均时长显著增

加，且日均时长对SEL中的自我管理维度影响最

显著。这表明，在这个时间段内母亲既能做到语

言学习层面的干预，也能留出足够的时间持续进

行儿童SEL的培养和提升。由上可知，共读史、日

均时长、母亲共读者三要素互为条件，共同作用

到英语绘本双语共读和SEL干预活动中，聚焦到

自我管理维度上。此外，母亲相对于父亲在绘本

共读及SEL干预的凸显角色虽然与母亲在儿童教

养上整体的重要地位有关，但有研究表明，父亲

在社会情感中的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比如在儿童

自我管理维度中的坚韧或坚持不懈相关度较高，

且能显著预测儿童该方面的发展［30］。鉴于此，一

方面，家长应保证规律地陪伴孩子开展英语绘本

共读并且长期坚持；另一方面，建议父亲也主动

承担部分伴读工作，以此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子

女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宝贵品质和自我管理与

监督的能力。

此外，共读史在两年以下组别中，高SES家

庭的母亲对SEL的干预方面总体上优于低SES家

庭，而不同SES家庭在“人际关系管理”方面不存

在差异，且得分较高。一方面说明，整体上所有

家庭都比较关注孩子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另一

方面说明，它是中西文化社会情感的共核。而教

育心理学在这一方面也有精辟的论述，如林崇德

认为，友好的人际关系为儿童提供互相学习社会

技能和交往合作、自我控制的机会，是儿童情感

体验和认识活动的源泉［31］。建议低SES家庭的家

长能够有意识地、适时地跳出绘本本身，与孩子

开展对话与交流，这种双向的、基于共同体验的、

在亲子纽带之上的交流有助于探知他们在SEL方

面的发展状况，据此进行针对性地干预，引导孩

子学会与人合作、管理冲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

从其他四个维度上讲（见表4），低和高SES

两类群体在干预SEL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

意识和责任决策上的差异都达到统计学上的显

著意义，且负责任决策维度的干预差异最大。这

说明，相对而言，高SES家庭的母亲在双语共读过

程中更注意指导儿童进行自我认知、个人兴趣和

优势方面的探索，同时也注意适时引导儿童学会

有效控制自己情绪和培养应对挫折的坚韧精神，

以达到更好地理解、接纳和欣赏自己与他人。值

得一提的是“负责任决策”差异最大，即高SES家

庭的母亲相对而言更倾向于结合英语绘本内容

引导儿童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做出负责任

的决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其原因可能由

于前三个维度彼此之间的交互效应，产生了远超

过单个维度上差异之和的功效。以上发现也契

合已有研究中不同SES家庭背景下的儿童在社会

情感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发现。如水淼和李甦

发现，高SES家庭的母亲共读时更多地鼓励孩子

积极参与叙述和讨论，也更善于联系孩子的个人

经历开展超越当下语境的谈话［32］。建议共读者

积极开展开放和跨时空的交流，把孩子的关注点

延伸到过去或未来等抽象事物和情境之中，提升

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在有限的英语绘本双语共

读中做一名Haden所说的“理解性母亲”［33］，更多

地与孩子进行绘本相关主题的延时互动、推断和

预测性谈话，并留意在即时互动和随后日常生活

中的适当时机把共读习得外推到不同时段和不

同事件上，达到了延时和累计干预效应［34］，提升

英语绘本共读影响的深度和厚度。要避免成为

Haden所谓的“描述型母亲”［33］，这类共读者仅关

心字面意思或当下是否认真听讲，是否习得了新

的单词和句法，发音是否标准等认知层面的语言

发展，提问和讨论都较少［32］，导致双语共读中的

干预互动性、拓展性意识不足，忽略培养儿童的

社会情感等非智力能力的提升。

再细化到SES中母亲的教育背景，相关研究

也发现，儿童社会情感发展受到母亲教育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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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可推知母亲教育程度高是儿童情绪和社会

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她们更善于主动学习家庭教

育的知识，更倾向采取有效且理性的早期干预策

略［35］。

此外，本研究发现，母亲的英语水平对儿童

SEL的干预不产生显著影响，结合以上有关四、六

级水平跟双语共读经历、共读史时长相关，说明

英语水平只跟双语共读意识和坚持度有关，表明

只要母亲具有基本的英语水平和对儿童SEL干预

意识和策略，就可以开展双语共读和SEL干预活

动。当然，由于本研究的聚焦点所限，具体要达

到的最低英语水平，或者在双语共读过程中英语

使用的合适比例尚需进一步探讨。

同时，本研究还有两个初步发现，其一是家

庭子女数量对SEL的干预并未产生影响，这似乎

也为二孩或三孩家长开展英语绘本共读提供了

可操作性的证据，给了这类家长积极干预SEL的

信心。其二是祖辈参与育儿过程后，共读时间反

而减少了，其原因是什么，囿于本调查的重点所

限，还有待后期研究。鉴于东、西部经济差异巨

大，本研究家庭收入划分均以10万元为基线，可

能造成东部家庭的区分度不大，希望后期研究考

虑该地域特点。

六、结论和建议

儿童语言学习也是语言调节的过程，一般分

为工具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英语绘本的

双语共读融物体和他人调节于一体，最终目的是

达到提升儿童自我调节。该活动不但能促进儿

童的语言和认知水平，还能推动儿童基于不同文

化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感知文化异同，发展多

元思维，创设积极的阅读体验［36］。本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家庭基于英语绘本的双语共读整体上

态势良好，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凸显。在

SEL方面，不同于以往基于学校环境的研究，本样

本家长基于英语绘本的SEL整体上全国差异不

大，基本上都能做到对儿童社会情感学习的干

预，尤其是在人际关系维度方面。但家庭收入水

平和母亲教育背景的不同对自我意识、自我管

理、社会意识和负责任决策四个分维度的干预产

生显著差异，其中高SES的母亲更关注儿童负责

任决策的能力。该发现是对前期研究的有益补

充，也对未来低SES家庭中的SEL的干预提出重

点和方向。

鉴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家

长应该响应《家庭教育促进法》，有基本外语能力

的家长也可借助电子绘本和设备，引导儿童接受

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熏陶，并有意识地以此为起

点，拓展到SEL的互动干预活动中。其中父亲也

要尽其所能地积极投入，这在儿童的福祉中起着

关键作用［30］。其次，考虑五个维度的差异，建议

相关人士在英语绘本引进和推介时关注责任心

相关的主题绘本引进和中国文化元素的融入；研

究者也可聚焦如何进行有利于SEL干预的共读活

动和有效的互动策略。再次，政府、学校、社区、

社会团体等有必要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提供

有效的支持，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针对

父亲的缺位问题给予相应指导，提高家长利用双

语共读对儿童干预的技能，协助这些家庭儿童的

SEL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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