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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的融合式教学改革分析 
◆杨秀梅 

（湖南省石门县宝峰街道九澧幼儿园  415300） 

 
摘要：新时期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培养幼儿良好的综合

素质，促进对高校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是

较为重要的一环——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幼师人才，使幼儿文学教育更
加多元化、高效化。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实践，展开对学前教育专业

儿童文学课程的融合式教学改革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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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儿童文学融合式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学前教育可划分为幼儿健康教育、幼儿语言教育、幼儿社会
教育、幼儿科学教育以及幼儿艺术教育等五大领域[1]，其不仅贯
穿了儿成长的各个方面，也有助于促进孩子心智、人格的发展以
及知识、技能的提高。 

在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中，儿童文学课程与其他师范类专业
课程相比，具有“学前”特点，教师应引导学生具有渗透融合的
教学理念、创新的教学视角。使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文学
理论、长于文本赏析、优于作品表演、善于新品创编、强于教学
实践。 

二、推进儿童文学课程的融合式教学改革分析 
1、充分运用幼儿图画书 
鉴于 3-6 岁幼儿还不具备识字能力。幼儿图画书则是幼儿的

主要读物。图画书将“儿童情趣”视觉化，使幼儿感受独立阅读
的乐趣，当之无愧地成为学龄前儿童最喜欢的文学形式。 

与此同时，图画书注重完整的故事内涵和审美情趣。儿童文
学课堂上的图画书创编既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幼儿美术功底，又
注重训练学生对故事核心和呈现方式把握的思考[2]。以笔者所在
院校的教学实践为例：教师要求以单亲家庭儿童、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为创作对象，以“我们不一样、我们也一样”为主题创作
图画书。考评标准并不以绘画技巧为准，而是考查学生对于此类
题目的思考角度。大部分学生采用以双幅画的对比诠释主题-前
者表现残疾儿童与正常儿童的差异，后者表现他们通过努力与正
常儿童获得同样的机会。但有一位同学选择了盲儿题材，他在画
中描绘了全城停电，所有人在黑暗中体会到了盲儿的无措与迷
茫，这种反向思维的“一样”体现出了更高的思维水准和人文情
怀，将文学与美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此，教师可通过与幼儿
美术课程教师的配合，侧重加强学生图文结合训练，鼓励学生创
作多种形式的图画文本，促进文学与美术素养的整合。 

2、促进文学与歌、舞、游戏类课程的融合 
针对未来学生的就业情况，其工作多与幼儿教育、幼儿心理

健康辅导等工作有关。依据学龄前儿童的喜好来看，其对生动、
有趣的事物更感兴趣。且在所有的儿童文学样式中，幼儿戏剧的
包容性最强，一出幼儿戏剧，剧本编创、道具制作、儿歌编唱、
舞蹈编排等各个环节多方融合，是全面呈现五大领域教学成果的
舞台。以手指儿歌《大拇哥》为例，将儿歌搬到幼儿戏剧中，儿
歌与游戏相结合，变单纯唱诵为“边唱边演”，提升趣味性的同
时也会学得更快更好。其内容如下：大拇哥，二拇弟，三中娘、
四小弟，五小妞妞去看戏，手心手背，心肝宝贝。教师可为学生
们布置生动有趣的表演氛围，并让事前准备好的五名小朋友为大
家进行手指操表演。通过将歌、舞、表演融为一体，培养幼儿的
数字概念、手口协调能力，使大家一同跟唱、表演。同时，以歌
谣表演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幼儿语言能力，丰富其词汇量。 

3、与幼儿心理、幼儿教育等课程交叉渗透 
双重审美是儿童文学课堂应有的教学理念，除了用成人视

角，更应该用儿童的审美视角来观照世界，既要符合幼儿审美心
理，又要融入成人的审美意识[3]。 

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尤其在儿童文学
作品自主创编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融合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大
教育背景理论，回忆童年、发现童年、品味童年，更好地领悟童

年精神。从而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文学教育，促进幼儿
的语言理解、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例如：在《派老头和捣蛋猫
的开心故事》讲解过程中，对于成年人来说稀松平常的情节，在
孩子的眼中却具有别具一格的一味。菲菲牌青豆原来并不是孩子
们以为可以吃的青豆，而是一只娇憨可爱的的小猫咪，可能很多
孩子听到这样的“惊喜”眼睛中都会光彩熠熠。 

为此，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立足于幼儿的视角，发掘作品
的趣味性，可以肢体、面部表情的辅助进行故事讲解，注重培养
幼儿良好的想象力、创新能力以及故事的再叙述能力，让儿童文
学能够回归“本位”。 

4、积极引入信息技术 
伴随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不仅为教学带来了便利，也

使儿童文学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其不仅有助于打破时间、空间
对儿童文学教学的局限性，通过图文并茂、声像并举的方式，使
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在儿童文学课堂上，教师既可以通过互联网
图更将片、音频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生动展现和有效补充，亦可
通过影视手段使文本作品以视听成品的方式呈现，在代入式的学
习体验中，使学生体验儿童文学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例如：在本校的学生教学评选活动中，有学生在“小雪花”
的授课中，用多媒体为大家播放《冰雪奇缘》片段。以动画片导
入趣味教学引发受众关注力。并可让孩子们展开对“雪花的奇妙
旅行”故事讲述，以符合幼儿心中对万物有灵的想象，让其尽情
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入到教学中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的学前教育授课中，教师授课应注重对学

生思维能力、整合意识的培养。在体现学科特点的同时，与幼儿
的心理发育、认知规律等相融合，从而为新时期培养更多具有高
素质、创新理念的学前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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