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阅读是面向 0—6 岁学龄前儿童的阅读

活动，有效提升儿童早期阅读质量，是图书馆绘

本阅读推广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早期阅读

发展观来看，阅读是儿童的一种生命体验。生态

体验的理论范畴是指人需自觉关注和结构性优化

元生态、类生态和内生态之三重生态关系，让体

验者置身于教育场和生命场之中，更好地悦享立

德树人韵味并体验生命的意义 ［1］。本研究基于

学龄前儿童的生态体验角度，提出利用生态体

验模式建立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模式，即体验

式计算机虚拟现实的早期阅读测评体系，并建

立与之相匹配的、能够借鉴和推广的生态体验

式早期阅读推广路径，为提高儿童阅读质量提

供参考，使图书馆成为推动儿童早期阅读质量

提升的重要阵地。

1 生态体验模式与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活动之

内在逻辑

1.1 生态体验模式支撑儿童早期阅读之理论

刘惊铎提出“体验是教育的本体”的理论命

题，从元生态、类生态和内生态之三重生态圆融

互摄的意义层面反思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 ［2］，其

社会实践形态是三重生态圆融互摄升维人生境界、

优化人类生命生态系统的生命样态 ［3］。生态体验

阅读模式，是一种能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感动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7 年国家“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生态体验下学校文化生态建设中校本课程研究”（项目

编号：1601011014B） 的理论研究成果。

生态体验理论视野下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模式探索
陆 虹 1，刘惊铎 2（1．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2．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 要：生态体验理论提倡将受教育者置于教育的生命体验场之中，让其更好地体验生命的意义。文章基于实

践探索，针对 0—6 岁儿童提出生态体验理论视野下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模式和路径：图书馆利用专业优势建

立一套虚拟现实的体验式早期阅读测评体系，设计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征的生态体验式绘本阅读活动，用体验

式分享游戏帮助儿童实现跨文化阅读体验，并将多专业知识链接运用到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模式中。

关键词：早期阅读；生态体验；阅读推广；图书馆；学前儿童阅读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21）05—0111—06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brary’s Early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xperience Theory
Lu Hong，Liu Jing-duo

Abstract: Ecological experience theory advocates the placement of educators in the educational life experience field, in order to

better experience the meaning of life. Based 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early reading promotion mode and path

in library for children aged 0-6 under ecological experience theory: Libraries us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to set up a set of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ti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early reading, design ecological experiential picture book reading activities in accor-

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help children realize cross-cultural reading experience

with experience sharing games and us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ink to the library early reading promotion mode.

Keywords: Early Reading；Ecological Experience；Reading Promotion；Library；Reading for Preschool Children

阅读推广

111

DOI:10.14064/j.cnki.issn1005-8214.2021.05.006



命、震撼心灵的魅力化模式，其理论主张之三重

生态观、体验本体观、生命样态观、生态化育观、

魅力实践观等符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 ［1-2］。笔者

通过运用生态体验理论探索 0—6 岁儿童早期阅

读，认为早期阅读是学龄前儿童认知和情境深度

融合的体验，是一个借助变化的色彩、图像、文

字或成年人形象的朗读等具身体验、图景化理解

读本意义的过程。

1.2 生态体验模式与图书馆开展早期阅读推广

设计

生态体验模式下，让体验者置身于三重生态

关系及情境之中，在圆融互摄状态下全息感受、

理解和领悟周边生态关系，有机耦合而生成有效

力的生态体验场，唤醒体验者的生态阅历，产生

理想的育人效果。因此，在生态体验理论视域

下，图书馆在开展早期阅读推广与亲子共读活动

的过程中，需要注意：① 营造早期阅读的生态

体验场，让儿童全息沉浸其中；② 建立图书馆

阅读引导者与家长、儿童与家长、儿童与儿童之

间趋向信任的和谐关系，使体验场中人境和谐、

心境愉悦；③ 进行科学的开放式对话设计，让

参与阅读体验的儿童与家长互动陶养、群集共

生；④ 引导和帮助儿童进行反思性表达，汇聚

其阅读经验，开思启智。此外，在阅读过程中应

避免说教式机械训练，重视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

亲身体验 ［3］。

顺应儿童的心理和生理规律构建生态体验阅

读模式，可让儿童获得包涵传统阅读本意而又有

所超越的生命体验，使儿童悦享早期阅读所带来

的舒适感、顺畅感、愉悦感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的泛视觉生命流 ［4］。

2 生态体验理论视野下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活

动的目标探寻

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活动旨在培养儿童阅读

兴趣和阅读习惯，对儿童进行全语言的发展引导，

从而形成终身养成性教育。由此，阅读场的氛围

应该使儿童全息沉浸、全脑贯通，并注重儿童潜

能激发和人格陶养，呵护、丰富、陶冶儿童的精

神，最终将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早期阅读目标转化

落地为科学精准的实施目标，从根本上凸显生态

体验式早期阅读的时代方位。

传统的早期阅读是指利用各种适合儿童阅

读的图书，对 3—6 岁儿童开展阅读教育活动，

其目标是帮助儿童认读文字从而理解阅读内容。

传统的早期阅读理念认为，一个好的、熟练的

阅读者需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认读文字的能

力，由儿童大脑对语音和字形规则的联觉来认读

对应文字的能力，理解语意运用已有知识、口语

词汇和综合认知来理解文字意义的能力 ［5］。随

着全语言教育理念的发展，人们将早期阅读的

年龄拓展到 0—6 岁，从仅培养流畅阅读能力

扩展到关注儿童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学习的基

础构成。因此，对于 0—6 岁儿童来说，阅读

不仅是视觉输入，也是听觉、口语，甚至是触

觉的阅读活动。

2.1 重视儿童阅读体验是早期阅读推广目标的价

值指向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 指出，在语言教育领域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是倾听与表达，二是阅读与书写准备 ［6］。《指

南》 从政策层面给出了儿童本位的早期阅读教育

指导方向，如培养儿童专注力和倾听习惯、激发

儿童的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重视引

导孩子积累前书写经验 ［7］。深入解读《指南》 可

以发现，其富含生态体验式教育的理念，探索

生态体验式早期阅读推广模式，对儿童语言发

展及社会行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提升作用。因

此，生态体验理论视野下的早期阅读推广模式

并不一定要求儿童展现个人才艺及过度关注儿

童智力开发，但必须重视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

阅读体验和情境感悟。图书馆的早期阅读推广

活动应当注意修正家长和幼儿教师错误的早期

阅读观，不把阅读当成教学或学习任务，重视

儿童的阅读体验，培养儿童自主阅读的习惯、

提升阅读审美能力。

（1） 心境愉悦的阅读价值。从儿童脑科学发

展来看，保持儿童心境愉悦、让儿童接受各类信

息刺激，有利于改变儿童大脑神经元的大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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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总质量和突触的数目，增加神经元之间的有

效连接，促进轴突髓鞘化的形成 ［8］。因此，在阅

读体验场中，通过绘本中色彩明媚的图像、细腻

的语言以及家长和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人员的正

确引导，能够使儿童大脑的每个神经元对信息作

出精确反映，达到知觉、感觉、运动区神经元的

联结，帮助儿童掌握快速阅读和理解文字信息的

能力，提升其审美能力。

（2） 人境和谐的生命价值。图书馆营造的富

有意境和吸引力的阅读环境，是儿童与成人、儿

童与儿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生命场。儿童天生

是环境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他们能自觉主动地与

周围环境中的人和事物发生互动，形成自己的认

知理解和基本态度，获得自己的知识经验，良好

的人际关系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9］，

也是儿童早期阅读培养的价值体现。如，在阅读

体验场内，儿童在推广人的引导下跟小伙伴一起

模仿绘本 《野兽国》 中的角色，能够直面自己内

心的不安、恐惧、愤怒等以及在成人世界威权中

感受到的压抑、挫折甚至激烈反抗等负面情绪，

引导儿童正确调适和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图书

馆结合不同题材的绘本为儿童构建不同的体验式

阅读环境，可以帮助儿童拓展知识，丰富他们对

世界的认知，构建自己的人格体系，实现儿童与

他人、社会和自然和谐美善的状态。

2.2 精准设定适应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生态层级

目标

图书馆员开展儿童早期阅读推广时，应清晰

了解和掌握儿童身心发育特征。① 注重儿童发展

性语言与元语言功能交互，训练儿童对语音的敏

感性，引导儿童掌握词汇构成与文字表征的对应

关系。② 贴近 0—6 岁儿童的生活、兴趣与需

要，帮助其打下坚实的早期阅读基础，培养儿童

浓厚的阅读兴趣，通过营造愉悦的阅读体验场帮

助儿童形成主动欣赏和学习的动机 ［10］。③ 让儿

童拥有自己的图书并能随时翻阅，全息沉浸在

图书馆阅读引导员的讲述或绘本的内容中，为

儿童创造看别人阅读和写字的亲验活动和观验

活动，让儿童理解书面语言的价值意义，同时

获得良好的学习读写的倾向态度，建立起热爱

阅读的情感动机 ［11］。

3 生态体验模式开启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设计

新视野

绘本作为儿童早期阅读的基础性书籍，是开

启儿童阅读之门的重要途径。郝广才认为，“绘本

是让孩子由图像思维方式向结构式整体思维过渡，

在他们未来学习语言与文字时，才不会是片段式

的思考”［12］。

运用生态体验理论设计图书馆早期阅读推

广活动应包含三个步骤。① 类生态环境设

计———聚焦早期阅读推广问题。在阅读推广活

动开展之前，对邀约的家庭进行调研，了解儿

童真实的阅读情况并找到存在的问题，针对家

庭或社区在引导 0—6 岁儿童阅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阅读体验场的设计。② 内生态环境设

计———营造全息沉浸的体验场。环境对儿童的

学习与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为构建有效

的阅读体验场，促使儿童与环境、图书、阅读

活动等形成一种关系、情境与氛围，图书馆开

展早期阅读推广时，应注重阅读体验场的设计

及阅读氛围的营造，如结合季节特征变更活动

场的环境、投放合适的阅读材料、挖掘特色资

源丰润活动区等 ［13］，让儿童更好地感悟绘本中

绚丽的色彩、有趣的角色形象，理解故事内容。

③ 三重生态互摄———开放式提问及交流，激发

儿童反思性表述。结合绘本内容和儿童已有的生

活经验，设计开放式提问，引导儿童思考从而发

现绘本故事的回环结构，同时帮助儿童进行反思

性表达，提升儿童阅读体验。

4 实现生态体验式图书馆早期阅读推广模式的

路径

4.1 生态体验式早期阅读推广体系的路径

随着早期阅读观念的变化，图书馆早期阅读

推广体系应聚焦于 0—6 岁儿童阅读功能提升及

阅读审美培养 （见表 1）。0—4 岁儿童通过阅读

来感知和体验绘本等带来的色彩和构图美感，以

及读本中展现出美好人文关怀，因此应通过阅读

重点培养其审美能力；5—6 岁儿童应向提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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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倾斜，让儿童掌握阅读方法和技巧，具

备根据图画思考和推理故事的能力，增加识字和

前书写能力。

4.2 建立计算机虚拟现实的体验式早期阅读测评

体系

早期阅读的测评标准帮助家长真实地了解孩

子的阅读发展能力。美国“早期阅读优先”计划

的评估系统以皮博迪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ceptive，PPVT-III Receptive） 为测量标

准，对儿童图片用词习惯、不同年龄儿童的口语

水平、语音认知读写、口语技能表现等进行测评，

还设置了早期语言和读写课堂观察工具箱中的读

写环境检查表 ［14］。图书馆可依托丰富的文献资

源，集聚专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和专业的早期阅

读推广人员，利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VR） 建立早期阅读评估测试体系，具体

内容包括儿童早期阅读兴趣和习惯，对图文理

解、阅读知识与经验，口语表达、创新能力、识

字与前书写准备等方面。VR 的沉浸性和创造性

更接近儿童的生理特征，通过模拟绘本书页图

画、真实还原绘本故事，儿童的听觉、视觉、触

觉、味觉、嗅觉等感知系统将沉浸到故事情境

中，图书馆还可将阅读理解、图画内涵的寓意、

文字符号带来的语言解读设计成游戏关卡，获得

儿童在阅读绘本故事里最真实的元语言反馈 ［15］。

同时，建立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语言词汇量、阅读

理解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评价标准，帮助图书馆

和社会专业早期阅读教育机构真实地了解孩子的

自然习得语言与书面语言的转换经验，作为制定

早期阅读推广方案的参考依据。此外，还要注意

避免测评体系的功利化，利用 VR 建立早期阅读

评估测试体系不是为了测试儿童知识掌握情况，

而是让家长和教师更准确地了解儿童，使图书馆

在开展早期阅读推广时更具针对性。

4.3 三重生态交融———早期阅读过程中智慧构建

生态体验式阅读活动，注重儿童的阅读分享

能力表达，优化儿童社会性行为发展，养成儿童

内生态的情感智慧。“分享阅读”最早由新西兰教

育家霍尔德为提出，是一种专门用于学前和小学

低年级儿童开展阅读活动的有效教学方法，让成

人和儿童在轻松、愉快的亲密气氛中共同阅读一

本书，帮助儿童逐渐学会独立阅读 ［16］。图书馆

类生态视角的体验式阅读环境实施，可理解为成

人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之间的阅读分享行为，如

将提炼绘本中的日常生活用语，比如赞美、道歉、

问候语，同时还要注重体态语言、委婉口语及不

同环境中禁忌语言等，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游戏的

形式，模仿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实现

人境和谐的生命价值。

为了帮助儿童获得阅读智慧，图书馆还要做

好绘本的阅读拓展活动。在开展早期阅读活动前，

要认真仔细地分析绘本内容，找出绘本中阅读以

外的知识点，以备在阅读拓展活动补充其他领域

的专业知识，帮助儿童在类生态环境下自主拓宽

视野。如，绘本 《花婆婆》 中有旅游、大海、种

植三方面的知识点，为了让儿童将这些看似不相

关的知识连接起来，可以设计场景式的阅读体验，

以大海为背景让儿童完成旅游体验，并在旅游体

验中实施播种行为，引导儿童关注、爱护自然环

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4.4 内生态———生态体验式阅读基本形式

生态体验教育理念中的内生态是人与其心

灵的关系，是生命存在 （寄居） 的载体、生命

安顿的心灵居所 ［1］。这类早期阅读活动较为注

表 1 生态体验式早期阅读推广体系构建方向

0-4 岁阅读审美培养及目标 5-6 岁阅读功能提升及目标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
主张培养儿童早期阅
读的审美

愿意参加阅读活动，
主动要求看故事；有
阅读兴趣和爱好

基于儿童语言发展的
规律和特点，选择合适
的阅读材料和方法

喜爱阅读，了解图
书基本结构，初步
掌握正确的阅读
方法

成人与儿童一起阅
读，提升和发展儿童
赏析能力

在成人引导下关注图
画的特点细节并描述
信息；和成人一起建
立共同阅读的习惯

在互动中逐步培养儿
童语言表达能力以及
创造能力

有良好的倾听习
惯和相应的语言
理解能力

提倡享受阅读的乐趣
为阅读目标，注重读
本的故事性、艺术性，
以绘本为载体，设计
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能结合图画细节信息
作出简单判断和描
述；能在生活中运用
书中句式

为儿童提供的阅读材
料应能随着儿童阅读
能力发展难度递增并
与语言发展水平相适
应，满足儿童语言发展
的认知需要

学习和运用普通
话，敢于、乐于当
众表达，能进行简
单对话和表述

重视阅读材料的文
学性及生态体验现
场创设，以阅读陶冶
情操，引导儿童正确
调适情绪

能结合图画理解重要
情节，能说出对故事
角色的主观感受

阅读活动要具备综合
目的，相匹配教学设
计，具备较高的阅读指
导专业性

能模仿故事角色
的动作和语气，有
初步的浅阅读经
验及前书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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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儿童生命体验场构建及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构

建。有研究发现，在阅读过程中，听觉会刺激

儿童对新绘本书籍产生好奇心，儿童由于被绘

本故事情节吸引而产生的联想，使其很难回到

现实中，容易沉浸在绘本故事中 ［17］。同时，儿

童在阅读过程中会产生思维模仿和行为模仿，

因此，图书馆在开展早期阅读推广活动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关注幼儿在阅读过程中的情绪

变化，引导孩子从“听”到“读”，建立体验式

阅读桥梁；另一方面，要构建优质的阅读场，

尊重孩子的天性，创设游戏式阅读环境，为幼

儿快乐阅读夯实地基，提供游戏式阅读经验，

为幼儿搭建快乐阅读基础框架，巧用游戏式指

导策略，让幼儿创建快乐阅读上层建筑 ［18］。如

共享式“大绘本”阅读，将推荐阅读的绘本做成

A3 纸大小的“大绘本”书，由图书馆导读人员

为幼儿“演奏”绘本内容，同时为参与活动的儿

童每人准备一本“小绘本”纸质书，让儿童自由

阅读，并请愿意分享的儿童把自己的绘本故事分

享给大家。引导儿童跨越大声阅读的障碍，在他

们分享的过程中不要评价，并给予鼓励，注意保

护儿童的阅读分享胆量。结束后，儿童自由阅读

“小绘本”，并鼓励儿童在小伙伴面前用身体语言

扮演绘本角色，大声分享阅读故事，分享过程中

引导儿童将自己带入绘本故事，进入游戏的故事

情境体验。儿童所表现的故事体验即是注重引导

儿童进行生命体验分享，是图书馆开展早期阅读

推广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游戏式的交互过程中，

既丰富了孩子的想象，又发展了语言。

4.5 类生态———让世界不同文化融入儿童的生命

体验

类生态式阅读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之间，

相互传递彼此文化的阅读形式，也指具有两种及

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1］。绘

本作为早期阅读活动的主要载体，传递着世界各

国的文化特征。如，绘本的导读活动应全面介绍

国外绘本的语言文化，防止儿童文化定型，培养

他们的文化平等意识，摒弃文化歧视 ［19］。随着

国外绘本的大量引入，为了帮助儿童读懂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下的图文信息，体验

与中华民族文化有差异的文化现象、风俗、习

惯，就需要建立不同文化的阅读体验场，引导

儿童在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予以包容、理解

和接受，并在阅读对比中发现本民族文化的优

势，不再盲目崇拜他国文化。生态体验式阅读

模式可以让儿童获得不同语言的交互感受，在

导读活动中要注意绘本原词汇的本身意义或者

说明其内涵所在，通过词汇扩展来让儿童了解

“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风情、文化意义。如，

为了让儿童更好地理解外国绘本，可构建他国

饮食文化等阅读拓展的体验场，让儿童“亲身”

深入了解。

综上所述，早期阅读是一种不以教育为目的，

却能够为儿童的良性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理想早

期教育手段。让儿童在分享与阅读的过程中，没

有被逼迫、被评价的压力。阅读是儿童与他人玩

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学会

阅读、喜欢阅读、认识文字符号；通过分享式阅

读，发展了儿童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会性

交往能力；分享自己的小故事，顺利掌握阅读的

成就感，让孩子体验自我悦纳心理，获得自信心，

儿童在分享阅读中养成的阅读习惯，将会使他们

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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