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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绘本是幼儿重要的阅读材料，对提升幼儿阅读理解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无字绘本是否同样能提升幼儿的阅读理解

能力，还需要更多的探讨。笔者通过对两组中班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前后测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1）无字绘本是适宜于中班幼

儿的阅读材料；2）无字绘本同样能提升中班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3）当教师以面向集体的方式介入中班幼儿的阅读过程，同时

引导幼儿观察画面，并提出开放性、理解性问题，能更加有效地提升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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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4-5
Years Old Children with Wordless Picture Books

CHEN Xiao-yan
(Schoo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Picture book, an important reading material for childre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
sion ability. But we need mor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whether the wordless picture book have the same influence in improving children’
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wordless picture books are suitable read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aged 4-5; 2) they can also improve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children aged 4-5; 3) when teachers intervene in children’s reading process in a collective manner and guide them to observe
pictures in the book as well as propose open and comprehensive questions at the same time,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wordless picture book; children aged 4-5;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一、研究背景

绘本（picture book）也称为“图画书”，因其主

要以画面传递信息，使得对绘本的阅读可以跨越

国界、年龄，不受文字符号或读者是否识字等限

制，成为学前儿童的主要阅读材料。无字绘本

（wordless picture book）是绘本中较为特殊的一

种，研究者一般将其界定为“书中没有文字或书

中仅有一两页文字”的绘本[1]22。

无字绘本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4

年美国作家梅瑟·迈尔创作出版了《一个男孩，一

条狗和一只青蛙》。从此，无字绘本进入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讨的视野。从实践层面来看，无字绘

本的应用情况不是很理想，在幼儿教育中投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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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且应用不充分，尤其是在国内[2]44-45,[3]；从理论

层面看，当前主要探讨了幼儿对无字绘本的阅读

能力以及无字绘本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如王静以

眼动仪为工具，研究了3-6岁儿童阅读无字绘本

时的眼球运动特征，发现通过观察无字绘本的全

部图画区和图像，可以达成幼儿对故事内容的理

解[4]；这为幼儿阅读无字绘本提供了可行性保

障。还有研究者发现，无字绘本能有效促进幼儿

顺序思维能力、视觉辨别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想

象力的发展[5]；无字绘本能给予幼儿成就感，帮助

幼儿建立阅读自信[6]48-49；能丰富幼儿的审美体验，

提升视觉欣赏能力等[7]。但阅读不仅仅是为了体

验或兴趣，从个体终身发展来看，阅读需要走到

“通过阅读去学习”的层面，这就需要提升个体的

阅读理解能力。

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幼儿在阅读中

会产生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心理现象[8]。阅

读是学习的基础，阅读能力是学业成就的主要表

现。在儿童阅读基本能力的范畴中，理解能力既

是阅读的主要目的，也是阅读的五项重要技能之

一[9]。阅读理解能力是一种较为综合的能力，具

体指幼儿在阅读图画书过程中，根据已有的知识

经验对图画内容进行意义表征和解读，在此基础

上形成对图画书内容的整体理解能力[10]。可见，

阅读理解能力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综合性，指对

绘本的理解既包含对故事人物形象、背景信息、

事件信息等表层内容的理解，也包括对情节预

测、角色评价、故事主题、迁移应用等深层内容的

理解；其二是建构性，指对作品的理解离不开阅

读者的已有知识经验，它是一个阅读者对作品意

义再建构的过程，而非一个纯客观的过程。

有研究表明，4-5岁是对幼儿进行故事内容

理解教学的关键阶段，应采取有效的阅读策略引

导幼儿关注画面之间的主要联系和隐含信息来

整体理解故事[11]。因此，笔者选取两个关注点：

“无字绘本”与“阅读理解能力”，重点探讨无字绘

本在中班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发展方面是否具有

一定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第一，无字绘本能有效提升中班幼儿的阅读

理解能力；第二，教师利用引导幼儿观察画面，提

出理解性问题的方式介入幼儿对无字绘本的阅

读过程，能有效提升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

（二）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西安市某幼儿园44名中班幼儿为

被试，其中22名幼儿属于同一个行政班，为本研

究的实验组，另外22名幼儿来自另一个行政班，

为本研究的对照组。研究者对实验组幼儿进行

每周2次，每次20分钟，为期5周的无字绘本阅读

指导，而对对照组幼儿不进行任何指导干预，仅

在其班级阅读区中投放实验中选定的无字绘本，

作为对照组幼儿的自选阅读资源，同时由班主任

老师观察并记录对照组幼儿自主阅读无字绘本

的次数。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信息表

实验组

对照组

男生

11

10

女生

11

12

合计

22

22

平均年龄

4.27岁

4.32岁

（三）研究变量控制

本研究主要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

实验组自变量：教师通过引导幼儿观察画

面，提出理解性问题的方式介入幼儿对无字绘本

的阅读理解过程。

对照组自变量：在班级阅读区中投放无字绘

本，作为幼儿的自选阅读资源。

因变量：两组中班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

控制变量：实验组在5周内接受10次无字绘

本阅读指导；对照组幼儿不开展教师引导下的无

字绘本阅读活动，但保有接触这一类阅读材料的

机会。

（四）测量方法与评分标准

研究者采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对幼儿的阅

读理解能力进行测量。参照帕里斯(Paris)在研究

幼儿对故事理解能力时的评定思路，将幼儿的阅

读理解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对故事内容的表

层理解，主要关注画面中的明确信息，如人物、背

景信息等；第二，对故事内容的深层理解，指向于

画面中的隐含信息，如对故事情节的预测，对角

色感受的理解，因果关系以及对故事主题的理解

等[12]。本研究更加关注幼儿对故事内容的深层理

解。

研究者选取瑞士画家莫妮克·弗利克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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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和《反正》两本无字绘本，分别为前测和后

测的工具；针对每本无字绘本分别设计6个问题，

其中表层内容理解2个，深层信息理解4个，根据

幼儿回答的接近程度将分数依次记为0分、1分、2

分，满分12分；然后采用统计工具SPSS 20.0进行

数据分析，最后根据幼儿得分来判定其阅读理解

能力。

0分（无法对图画内容进行分析）——没有回

答或者回答与问题无关的答案。

1分（能够对图画内容进行部分分析）——只

能根据问题回答单一图画内容。

2分（能够对图画内容进行整体分析）——能

够根据问题将页面内容连接起来回答问题。

（五）研究过程

1.无字绘本的选择

研究者共挑选7本无字绘本，其中2本为前

测与后测使用，其他5本为教师介入实验组绘本

阅读中使用，同时投放至对照组幼儿所在班级的

阅读区中。具体信息见表2。
表2 无字绘本信息表

书名

《大风》

《反正》

《抱抱》

《樱桃》

《雪人》

《疯狂星期二》

《小红书》

作者

[瑞士]莫妮克·弗利克斯

[瑞士]莫妮克·弗利克斯

[英]杰兹·阿波罗

[法]奥利弗·查庞迪

[英]雷蒙·布里格

[美]大卫·威斯特

[美]芭芭拉·莱曼

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电力出版社

2.教师介入实验组幼儿无字绘本阅读过程

设计

研究人员每周选择一本无字绘本，分两次对

幼儿进行阅读干预，每次干预阅读20分钟。下面

以无字绘本《樱桃》为例说明教师介入过程。

第一次介入：教师向幼儿完整呈现绘本，呈

现之前提醒幼儿仔细观察画面，注意画面中的动

物、动物的表情、动作、体态等信息；本次阅读以

“幼儿能说出故事中的动物、动物之间的关系、情

节如何推进、‘樱桃’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等为

目的。

第二次介入：教师再次向幼儿完整呈现绘

本，引导幼儿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表达对故

事主题的理解，同时围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

“相对性比较”等问题展开讨论；本环节以幼儿能

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解他人的观点为目的。

（六）研究进度的安排（见表3）
表3 研究进度安排

内容

前测

教师介入

后测

时间安排

11月4日-11月8日

11月11日-12月13日

12月16日-12月20日

具体实施

《大风》问题回答

每周一本无字绘本

《反正》问题回答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前测数据分析

研究者利用无字绘本《大风》作为前测工具，

测评两组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研究者针对《大

风》设计了6个问答题，其中表层信息问题2个，关

注幼儿对绘本角色、情节的理解；深层信息问题4

个，关注幼儿对角色的评价、情节的预测、角色间

关系的理解以及故事的主题。得出以下结论。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前测得分对比

幼儿阅读理解能力总平均成绩

实验组

对照组

N

18

18

M

4.45

4.55

SD

1.15

1.17

t

1.12

p

0.217

注：0.01≤p≤0.05有差异，p≤0.001差异极显著，下同

由表4得出，实验组平均得分4.45，对照组平

均得分4.55，p=0.217＞0.05，t检验结果说明两组

平均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

的阅读理解能力大致相当，在实验前没有显著性

差异。

（二）后测数据分析

在5周之后，利用无字绘本《反正》进行后测，

问题设计思路与前测一致，得出以下数据。
表5 实验组与对照组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后测得分对比

实验组和控制组阅读理解能力后测总水平对比

实验组

对照组

N

18

18

M

8.16

5.73

SD

1.49

1.44

t

-5.56

p

0.00

由表5得出，在后测得分中，实验组总平均成

绩是8.16，对照组总平均成绩是5.73，实验组高出

对照组2.43分，而且p=0.00＜0.001，差异极其显

著，即实验组后测阅读理解能力与对照组后测阅

读理解能力呈现显著性差异，说明实验组幼儿的

阅读理解能力在实验期间得到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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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测与后测差异比较

1.实验组前测与后测对比
表6 实验组幼儿阅读理解成绩前测与后测对比

幼儿阅读理解能力总平均水平

前测

后测

N

18

18

M

4.45

8.16

SD

1.15

1.49

t

-8.27

p

0.00

由表6得出，实验组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得分

在实验前为4.45，教师介入后得分为8.16，得分有

显著性变化，在t检验中，p=0.00＜0.001,显示差异

极显著，说明教师介入幼儿的无字绘本阅读可以

有效提升幼儿阅读理解能力。

2.对照组前测与后测对比
表7 对照组幼儿阅读理解总成绩前测与后测对比

幼儿阅读理解能力总平均水平

前测

后测

N

18

18

M

4.55

5.73

SD

1.23

1.44

t

-1.65

p

0.046

表8 对照组幼儿实验期间自主阅读无字绘本的观察记录

时间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总计：91次

次数

4+6+4+4+4=22

6+5+3+6+5=25

4+3+4+4+6=21

5+4+5+4+5=23

5+4+5+5+4=23

人均：5.06次

通过表7可以看出，对照组幼儿阅读理解能

力得分也有提高，后测得分高出前测1.18；t值检

验结果p=0.047＜0.05,显示有差异；通过表8可以

得出，在实验期间，经由对照组幼儿所在班级教

师观察并记录，发现全部幼儿在5周的时间里均

自主阅读过所投放的无字绘本，人均阅读次数为

5.18次，说明幼儿对无字绘本的阅读对其阅读理

解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中班幼儿对无字绘本的理解基本没有障碍

无字绘本完全靠画面来讲述故事，没有文字

的叙述或辅助，因此对画面的要求更为严格，在画

面的表现力上需要聚焦、凸显核心内容，在画面之

间要有明显的前后联系或贯穿始终的线索。研究

发现，实验组幼儿通过教师完整呈现1-2次无字

绘本后，均能理解教师的提问并作出较为准确的

回答，说明在具体形象思维的支持下，中班幼儿在

阅读并理解无字绘本方面不存在障碍。

通过班主任老师关于对照组的观察记录，发

现对照组幼儿在实验期间人均自主阅读无字绘

本5.18次，平均每周每位幼儿都自主阅读过1次

所投放的实验材料。这一方面说明无字绘本能

吸引幼儿，激发其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说明实

验材料与幼儿当前的阅读理解能力是相适宜的。

此外，研究者共选用7本无字绘本，其中用于

前测和后测的绘本属于同一位作家的同一系列

作品，在画面风格及呈现方式上有较高共性，目

的在于控制因绘本难度差异所带来的实验测量

得分差异；而另外5本绘本却有不同特征，在版面

设计、画面衔接、艺术风格等方面均有差异，这也

造成5本绘本在难易程度上有一定差异，尤其是

《小红书》和《疯狂星期二》，在幼儿阅读过程中需

要教师进行一定的细节观察指引以及问题暗

示。但整体而言，幼儿都可以在重复阅读的过程

中理解故事内容及主题。

2.无字绘本能提升中班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

关于绘本在幼儿阅读理解能力方面的作用，

已有较多的相关研究，如Hirsh-Pasek和Golinkoff

认为，绘本能自然而然地帮助幼儿发展技能，学

习重要概念[13]1-6；也有研究表明，儿童在阅读绘本

的过程中，能够联系生活经验以及先前的阅读经

验理解故事的角色、背景、情节，推断故事的发

展，理解角色的情感、故事的深层含义与主

题[14]222-234，即在绘本阅读过程中表现并发展其阅

读理解能力。但很多研究者不断强调，绘本是成

人读给幼儿的或者成人与幼儿共读的材料，幼儿

一方面倾听成人对文字的阅读，另一方面观察对

应画面，以此来达成对内容及主题的理解。因

此，这里的“文字”是成人为幼儿阅读或者成人与

幼儿共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介。而无字绘本

并没有“文字”这一中介，所以对于实验组的幼

儿，教师仅通过引导幼儿观察画面，完整呈现绘

本内容，开放式理解性提问等方式介入幼儿的阅

读理解过程，5周后的结果显示，幼儿显著提升了

阅读理解能力；而对照组的幼儿，仅仅只是通过

在“教育环境中投放无字绘本，由幼儿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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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方式，最终也在5周的时间里实现了阅读

理解能力的增长。这清晰显示了无字绘本对幼

儿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作用。

3.教师以面向集体的方式对幼儿进行阅读引

导，能提升中班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

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得分的比较，

发现实验组幼儿阅读理解能力在5周后显著优于

对照组幼儿，而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期间接触

绘本方式的主要差异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是

否介入阅读过程；二是阅读以个体还是集体的方

式展开。实验组幼儿后测得分更高，说明“教师

的介入”以及“集体共同阅读”的方式对幼儿阅读

理解能力的提升是有显著作用的。

事实上，中班幼儿虽然处于具体形象思维

发展阶段，对画面有较高的敏感性，但绘本的阅

读是有步骤、有方法的，正如绘本的设计是有结

构的一样。彭懿老师在其专著《图画书这样读》

中，提出绘本阅读的七个步骤，从封面到封底，

从文图关系到版式设计等，他不仅指出了绘本

阅读的要素，而且强调了阅读的顺序[15]2。因此，

当教师按照一定的顺序，引导幼儿关注特定的

阅读要素时，将更有利于清晰全面地把握绘本

的内容与主题。

另一方面，教师以面向集体的形式组织、引

导幼儿共同阅读一本绘本，就等于在幼儿之间组

建了“学习共同体”，任何一个人的表达对其他幼

儿都是学习或启发，都有可能引发思考或更深层

次的讨论，这不仅使得对绘本的理解更加多元深

入，也有助于幼儿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

4.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画面，同时提出开放

性、理解性问题，能有效提升中班幼儿的阅读理

解能力

在本研究中，教师主要以两种方式介入实验

组幼儿的阅读过程：其一，引导幼儿有重点地关

注画面细节，如人物表情、动作、体态等，同时关

注画面间的前后联系；其二，提出理解性、开放式

问题，引发幼儿的思考与讨论。从实验结果来

看，这种介入方式对中班幼儿阅读理解能力的提

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观察并理解画面是阅读绘本的关键，对于无

字绘本来说更是这样。因此，当教师着眼于引导

幼儿关注画面细节信息，发现画面间的前后联系

时，必然能帮助幼儿更清晰完整地把握故事的内

容，理解故事的内涵，从而提升幼儿对材料的理

解能力。

此外，“阅读理解能力”是指通过阅读获取信

息的能力，它不仅指理解材料传递的主要信息，

更重要的是具备分析材料结构，把握表达思路，

归纳要点，分析概括作者观点态度以及根据上下

文推断材料中的隐含信息等能力。可见，阅读理

解能力是一种需要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提

炼、反思总结等方式来达成的具有一定抽象性、

逻辑性的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的产生与发

展，离不开学习者对阅读过程的深度参与。因

此，教师的引导就非常关键。在幼儿细致观察画

面信息的基础上，辅之以开放性、理解性问题，能

将幼儿的思考引向深入，促进其阅读理解能力的

提升。

（二）建议

1.增加无字绘本在幼儿园教育及生活中的使用

无字绘本作为图画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类，

已有的针对性理论研究还较为有限，在幼儿园

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更加有限。本研究结论清晰

显示了无字绘本对中班幼儿阅读理解能力的积

极作用。因此，应在幼儿的教育环境中增加对

其的投放与使用。无字绘本因没有或几乎没有

文字，所以设计者需要更细致、深入地思考如何

用画面传递信息。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品，

不仅更适宜于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的幼儿进

行阅读，而且能提升其读图能力，进而在读图的

过程中促进幼儿认知、思维、想象、审美等方面

的发展。此外，当绘本没有了文字的说明或限

定，就更加考验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阅读者

需要在阅读过程中充分调动已有阅读经验与生

活经验，将其与新接触到的画面进行互动对话，

对画面进行个体的加工与解读。这既能激发幼

儿的阅读兴趣，也让幼儿更加深入的参与到阅

读过程中。

2.成人应适度介入幼儿阅读过程

很多研究者都认同，孩子是读图的天才，他

们能读出成人意想不到的意思，能发现画家没有

发现的破绽，但这仍不能成为否定或者弱化亲子

共读重要性的理由。正如松居直先生一直坚持

的观点：“图画书不是让孩子自己读的书，而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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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读给孩子听的书”[16]15- 17。从本研究的结果来

看，同样证明成人参与幼儿的阅读过程具有正向

的作用，能够提升幼儿的阅读理解能力。事实

上，成人介入幼儿的阅读过程，不仅仅是用自己

丰富的阅读经验和人生经历引导幼儿，促进其对

绘本的理解以及认知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密切成

人与幼儿的情感联系，进行心灵沟通、体验幸福

时光；更是成人近距离接触、观察幼儿的机会，以

更加系统、深入的认识幼儿，同时反思并重塑自

己的儿童观。

3.改进成人介入幼儿阅读过程的方式

成人更多以功利性的标准来评判幼儿的阅

读，比如，是否在阅读中识字，是否记住并能讲

述阅读内容，是否掌握阅读中传递的知识等。

有研究将“自由自主阅读”与“传统阅读（指定阅

读内容，直接针对语法、词汇、阅读理解力与拼

写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对比性实验研究，结果

显示，自由自主阅读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阅读

方式，而且持续时间越长，自由阅读发挥的作用

越大[17]2-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由自主阅

读”主要包括三种方式：持续默读，即学生每天

可自由阅读一小段时间；自主选择阅读，教师会

以座谈会的方式与学生讨论读了什么；广泛阅

读时，学生需要对自己阅读的内容进行一点总

结。可见，所谓的“自由自主阅读”，并不是完全

没有教师的介入，也绝不是指向于掌握语法、词

汇、拼写的介入方式，而是强调对阅读内容的交

流与思考。

在本研究中，教师在介入幼儿阅读过程时，

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让幼儿自主表达，二是

引发讨论与思考。所谓“自主表达”，指教师为幼

儿创设轻松、平等的交流氛围，让幼儿可以自由、

大胆地表达自己对绘本的理解与感受。通过这

一环节，可将幼儿内隐的思考显性化，与其他幼

儿的观点形成交流与碰撞。所谓“讨论与思考”，

即当幼儿之间有不同观点时，教师要引导幼儿思

考观点的来源。这既有利于个体对自己的认知

进行反思，也有助于其他幼儿倾听理解，从而再

反思自己的观点，即在倾听、表达、碰撞中将思维

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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