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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过程中，专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学习时坐立不安，容易分散注意力，长时间做一件事情

无法静心，都是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它们对幼

儿的终身学习与发展有着很大影响。身为幼教工作者，采用

科学而有效的方式改善幼儿的专注力水平，是刻不容缓的。

一、绘本教学的作用

（一）扩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学前儿童的绘本读物主要面向 3-6岁的幼儿，这个年龄
阶段的幼儿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从日常生活中、他人的

讲述中以及依靠感知觉等来获取信息。言语发展的特点使

其词汇量掌握不足，处于持续发展中的状态。无法通过阅读

大量文字来获取新的认识，然而绘本的独特性使幼儿可以通

过看图的方式获取信息，在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展经验

和视野，丰富幼儿的认识。

（二）发展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绘本教学的形式多样化，不仅限于阅读绘本读物，可以

通过故事创编、续编、改编的形式创造性地设计教学活动。

在活动中幼儿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可以得到发展，有助于幼

儿发散创造性思维。

（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虽然有部分家长平日工作繁忙鲜少有时间陪伴孩子游

戏，但是下班之后家长可以利用休息时间为幼儿讲述绘本故

事。在亲子独处的时间里，绘本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交

流的媒介，通过阅读绘本获得轻松愉悦的时光，亲子关系可

以得到良好发展。

（四）培养幼儿发现美、欣赏美的艺术品质

绘本教学中出现的精美的教具以及丰富多彩的画面，可

以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美，启发幼儿发现美、欣赏美的

能力。

（五）提升儿童的专注力发展

幼儿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幼儿的发展具有

个体性与差异性，同一年龄阶段的幼儿绘画的水平也可能存

在着差距。除了手部的精细动作发展不一等方面，还包括了

幼儿专注力的发展差异。大部分幼儿都能够独立地完成一

幅绘画作品，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幼儿却只能画个圆圈、方块，

在涂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整幅画面的乱涂而没有针对性的

现象，涂色结束后又很快对绘画失去了兴趣，不一会就开始

坐立不安。绘本中“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性的绘

本教学来提升幼儿的兴趣，让幼儿在安静绘画、阅读的过程

中静下心来，逐渐提高幼儿专注力。

二、学前儿童专注力差的影响因素

（一）生理因素

首先专注力包括：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感知觉。专

注力是当幼儿的感知觉同时作用在一件事物上时产生的。

因此幼儿的各项感知觉的发展也影响到了其的专注力发展。

幼儿通过感知觉感受世界获取信息，感知觉的良好发展让幼

儿在运用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专注力。感知觉的发展直接

影响着幼儿的专注力发展。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不同幼儿

的感知觉发展存在个体差异性。也就出现了专注力发展好

和专注力发展较差的幼儿。因此幼儿的专注力发展受生理

因素的影响。

（二）环境因素

意大利著名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曾经说过：“环境就像人

的大脑，影响着孩子的整体发展。”活动环境影响着幼儿在活

动过程中的状态，适宜幼儿活动的环境应该是符合幼儿的学

习需求，为幼儿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幼儿更好地获取信

息。安静适宜地活动环境更能使幼儿保持良好的活动状态，

有助于幼儿专注地完成某项活动，环境是影响幼儿专注力发

展的外部影响因素，不是由内在产生的，是外部人为可以改

变的，也是具有变化性和选择性的。

（三）活动的内容以及形式的选择

组织教育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选择活动形式，要有助

于活动的进行。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例如：集体教学、分组教

学、个别教学等等。活动导入也是活动组织的一种重要形

式：幼儿感兴趣歌曲，动画，律动等都可以吸引幼儿的兴趣，

让幼儿的专注力集中于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上。在活动内容

的选择上教师要选择幼儿感兴趣的，愿意去参与学习的内

容。《纲要》中指出：教育内容的选择要符合幼儿的兴趣，满足

幼儿的学习需求。只有吸引幼儿的内容才会让他们愿意学、

主动学。针对专注力的发展选择幼儿感兴趣的内容，有助于

幼儿多项能力的发展，使其愿意沉浸其中，不知不觉便能在

其中学到知识，取得进步。

（四）社会因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产生

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家庭教育还有学校教育也就是幼儿

园，家庭和幼儿园是幼儿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科

学的教育方式对幼儿的专注力提升也至关重要。老师和家

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充分运用恰当的教育方式和科学的

理念并结合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有效地帮助幼儿提升专注

力发展。

三、专注力差对幼儿的影响

（一）幼儿的学习品质

学习品质是指在活动过程中能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提

高幼儿的学习品质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注意的重点。

培养幼儿掌握某个知识内容不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不能

单纯地追求知识的掌握，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幼儿能够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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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才是关键。拥有良好的

学习品质可使幼儿对知识保持好奇心和积极性。然而专注

力发展出现了问题幼儿常常会表现得坐立不安、不爱听讲，

没一会就走神。在不加以重视与培养的状态下幼儿的不良

行为难以得到纠正，长此以往便减少了学习的积极性与好奇

心。从而影响到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

（二）终身学习能力

终身学习是一种能力，能力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专注力差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学习品质与态度，不愿意学

自然无法养成学习的能力，更别提终身学习了。有句话说得

好“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无论是哪一方面的

学习，都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应当保有对知识的渴望，对

学习的热情才能养成学习的能力。学习不是说毕业了就结

束了，考完试了就结束了，学习也不仅仅是学习某一个知识

点，更是学习生活态度、学习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因此在生

活中学习是离不开。

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行为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

备的宝贵品质。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

的能力和良好学习品质的人。

四、绘本教学提高幼儿专注力的方法

（一）通过绘本中的美术语言训练幼儿的视觉注意力

绘本的色彩鲜艳、简单的线条可以创造出鲜明的人物形

象以及优美的画面，对视觉的冲击力很强，一下就能吸引幼

儿的兴趣，将幼儿的注意转移到绘本故事中。

其次图画具有叙述的功能，幼儿借助连贯的图画能理解

整个故事。幼儿从开始观察画面时就能感知和理解故事情

节，在过渡到阅读文字，最终能够进行流畅的自主阅读。让

幼儿通过看一看，对书中所描绘的故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和了解。例如图画中的小兔子哭了，小兔子堆得雪人化了，

可以让幼儿认识到小兔子哭是因为雪人化了。幼儿通过视

觉感知，看一看来细致的观察画面，不仅能够构筑出自己的

认知和理解，更训练和提高了视觉专注力、观察力和思考的

能力。

（二）通过故事可以提高幼儿的听觉专注力。

绘本不仅可以用来自主阅读，也可以通过录音带或者教

师、家长声情并茂的讲述来帮助幼儿锻炼听觉注意力。讲述

故事的过程中依据故事中的人物情绪、故事氛围，切换不同

的声音线条，演绎哭泣的小孩、和蔼可亲的老人、开心、难过、

狡猾和委屈等等情绪。

如此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便可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幼儿的

听力专注力。同时听故事时幼儿无法观看到绘本中的画

面，会根据自己所听到的内容进行想象，无意中锻炼幼儿的

想象力。

（三）以绘本为依托进行角色扮演。

随着幼儿的逐步发展，单纯地听和看已经无法满足幼儿

的学习需求了。幼儿的思维从直观行动逐渐向具体动作进

行转变，运用直观教学法进行绘本教育不适用于所有年龄段

的幼儿。按照《指南》中：“教师应为幼儿提供绘画或音乐作

品等，让幼儿自主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模仿或创作”的

指向。面对能够进行角色扮演的幼儿，可引导幼儿将绘本用

具体的形象进行表演。在引起幼儿的关注和兴趣并阅读和

理解图画故事后，教师或家长可鼓励幼儿用表演的方式再现

故事内容或先进行创编、改编、续编后进行角色扮演。这既

能加深对故事的理解，又能激发对故事的兴趣。在表演时为

幼儿准备指偶、头饰等所需的道具，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力，模

仿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

游戏、模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角色扮演把阅

读过程变成了模仿、变成了游戏，既满足了幼儿自我表现的

愿望，又达到了提升幼儿专注力的积极作用。幼儿在表演的

过程中，能进一步理解故事情节，充分体验故事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提高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表达能力和艺术表现能

力，全面提升幼儿思维的专注力。

（四）创新绘本教学的形式，吸引幼儿的兴趣

以绘本为基础、为活动核心进行教育活动的创新，吸引

幼儿的兴趣，循序渐进的提升幼儿的专注力。例如：绘本阅

读课、绘本烘焙课、绘本美术课等。让绘本课程内容多元化、

多样化。打破传统美术教学的形式，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

性，并根据课程的特殊性发展幼儿其他综合能力。

（五）自主绘画逐渐发展幼儿注意的保持时长

设计和组织美术活动，绘画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并

且会静下心来专注于绘画。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的保持需要

较长。但前提是吸引幼儿兴趣，让幼儿愿意主动地沉浸其

中。逐渐发展幼儿的注意保持时长。同时要注意教育方法，

《纲要》中指出：“幼儿绘画时，不宜提供范画，特别不应要求

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不如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和现有

的发展水平，给定一个主题进行大胆的创作。幼儿选择喜欢

的画面，更能主动地进行绘画。在发展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同时发展专注力。

五、结语

都说：“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我很开心能够成

为其中的一朵云，但同时我也很荣幸成为一朵“被推动的

云”。在我成长与学习的过程中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离

不开细心的栽培与呵护。

人们都用桃李满天下来形用为人师者的伟大，但我认为

上善若水更合适。教育就像水源，滋养万物，随后万物生长，

万物构成了世界，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接受教育成

了桃李的一枝，而我这一枝也将种下一片桃李。身为幼教工

作者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共同为教育事业贡献微薄力量，促

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发展并改善问题，我们一起努

力。

注：本文为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巴学园’儿童

专注力训练馆（项目编号：202010169094）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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