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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文学发展概况及其重要性体现 1

1.1 儿童文学发展史概况

考据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儿童文学自

古有之，此时其体现形式主要是童谣、儿童诗、神话故

事等。但是，这些文学体裁只是把适合于儿童的挑选出

来而已，因而严格来讲，古代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儿童文

学题材。

至近代五四运动时期受到西方进化论影响，社会

开始重视儿童及儿童需要，将拯救中国的使命寄希望于

下一代。梁启超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第一位投

身于“童子”、“儿童”、“少年”事业的大家，此前的中

国大学者中，还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民族下一代。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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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维新失败、远走日本时，在轮船上写下的激情如

火的《少年中国说》，直接拉开了 20 世纪中国醒民育人

的大幕，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新的发展历程。此

后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题材也随之出现。其中在周作人

《儿童的文学》（1920 年）中第一次提出了“儿童文学”

概念。此后，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及研究也逐渐展开，一

些以“儿童文学”命名的著述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2 儿童文学中体现的思政元素

《儿童文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体现着成年人对儿童的

善意和爱，满载着成人对儿童的希冀和期待，它是满怀

爱意和善意诞生。成人往往把满怀的对国家、对社会以

及对人的的爱体现于其中。这些爱和善意对培养学前儿

童正确的审美认知、积极的道德情操以及对于国家的和

民族的尊崇和热爱和积极的意义。

1.2.1 积极的情感认知

在《儿童文学》中，很多文学形式都体现着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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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知和审美意识。在其字里行间往往体现出来的是

这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有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有社会

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例如在西藏童谣《催眠曲》中

就写到：“小宝宝，快睡吧，睡了给你一匹马，马背上配

上好鞍子，头上戴上金钗子，给你摘颗天上星，给你采

回地上花 .......”。在轻柔的语声中，就将母亲对于孩子的

期盼和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1.2.2 正确的价值观

《儿童文学》包含儿歌、幼儿诗、儿童故事、儿童戏

剧等内容，其中蕴含着许多课程思政元素，对培养学前

儿童正确的价值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童话

故事《小袋鼠进城》中，讲述的是一只尽职尽责、乐于

助人的小袋鼠在帮助一位年轻的妈妈看护东西和孩子的

过程中，这位粗心的年轻的妈妈竟然把东西和小朋友都

忘记在小袋鼠的口袋中了，小袋鼠这时并没有把这位妈

妈落下的东西据为己有，而是追上这位年轻的妈妈，并

把东西还给了她。但是在小袋鼠追的过程中，它违反了

交通规则，最后还是被处罚，要离开这座城市。不过因

为小袋鼠是因为归还年轻妈妈的东西和宝宝，所以这座

城市的人们就希望小袋鼠能够留下，最后小袋鼠如愿留

在了这座城市。这个故事中的小袋鼠幼儿塑造的就是一

个正义、善良且乐于助人的形象，虽然他违反了规则，

但是人们基于它是事出有因，所以给予它改错的机会。

这样的童话人物形象就有助于帮助幼儿在看有趣的故事

的过程中，做人做事应该善良，乐于助人的价值观，但

是也需要注意不能破坏社会规则。

1.2.3 正确的审美认知

在《儿童文学》课程中，有非常多的课程元素能帮

助幼儿树立正确的审美认知。在自然中，美丽的天空、

静谧的大海、五彩缤纷的鲜花、生机勃勃的树 ........，这

是大自然展现出来的自然美。而在社会生活中，乐于助

人的小袋鼠、顽强拼搏的丑小鸭、勤劳勇敢的拇指姑娘、

不屈服于命运的灰姑娘 .......，映射出社会生活中坚强不

屈、顽强拼搏且善良正直的人们，这是社会反映出来的

人性美。而这些自然美和人性美，对培养学前儿童正确

的审美认知有重要作用。

2　课程思政概念理解及必要性解析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1 课程思政的历史演变及核心概念理解

有关对“课程思政”的核心概念理解，经历了一个

相对比较漫长的时期，“课程思政”这一概念，始于 2014

年上海市教委在其《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4-

2020）》的《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专项计

划》中，这一计划首次提出“课程思政”这一概念，但

是未对这一概念做出相应的概念界定。随着相关政策文

件以及学者对“课程思政”的研究逐渐深入，高校也开

始对“课程思政”的概念、内涵、特点以及实施途径等

内容进行认识和了解。其最显著的标志是 2016 年 12 月 26

日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曹文泽在《学习时报》上发表

的题为《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创新育人手段》的文章，这

是国内第一篇以“课程思政”为题发表的文章。而“课

程思政”这一名称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则是

始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其中指出：要“大力推

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

而有关课程思政的概念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定义，

广义的课程思政是指包括思政课程在内的全部课程的思

政；狭义的课程思政指的只是思政课程之外的其他课程

的思政。

2.2 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解析

2.2.1 是国家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

古国，我们的党是一个经历过腥风血雨最终带领人民最

终走向胜利、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党，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管是国家、党还是社会，

都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始终树立爱国主义、民主

主义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因此，我们培养的人才，首先就需要树立坚定的国家意

识、爱党意识和拥护社会统一的意识。

2.2.2 是时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呼吁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应该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迅速的社

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意识激烈碰

撞的竞争时代。在这个竞争化时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竞争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更是国家“软实力”

的竞争，而国家“软实力”就是国家文化与思想意识到

竞争。由于现代社会信息便捷化的特点，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往往只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网络

手段就能进行传播和渗透。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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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别国所谓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至“帝国主

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在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入侵我国，

对我国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开展“全人、全程、

全方位”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能帮助我们在教育教学

全过程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

会主义的正确的价值观与信念感。

3　《儿童文学》课程中的思政要素探析

探析《儿童文学》课程中的思政要素，主要从其常

见的儿歌、幼儿诗、幼儿故事、图画书以及幼儿戏剧中

进行。

3.1 在儿歌中践行思政要素

儿歌我国自古有之。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

指出：“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但是“儿

歌”这一名称，则是始用于“五四”以后歌谣运动大发

展时期。1918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把征

集来的歌谣中的儿童歌谣，冠以“儿歌”的名称在“歌

谣”周刊上发表。从此，“儿歌”作为儿童文学的体裁

名称沿用至今。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儿歌文学体裁，

儿歌为幼儿所接受和喜欢。其内容往往和幼儿的生活息

息相关，有关于季节的，有关于节气的，也有关于当时

的社会生活的。因此，在儿歌中贯彻践行思政要素，可

以将社会特点和时事要点结合起来，进行儿歌创编，例

如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抗疫”、“二十大”等元素以

口头话的语言创编到儿歌当中。

3.2 在幼儿诗中找寻思政要素

和儿歌相比幼儿诗的出现晚得多，但两者也有其共

通点，例如在语言的使用上比较口语化，篇幅比较短小，

体裁大多来自于生活中。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中明确提出，应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

国情、充满中国味。”努力将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下去。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将来的幼儿园教师，肩负

着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的时代重任，因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扬应从幼儿先开始。因此，在高校中进行

教学时，就可以让学生积极了解和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进行幼儿诗教学时，积极找寻幼儿诗中蕴含的传

统文化元素，例如“节气”、“节日”等元素，并让学生

结合这些传统元素进行再创作，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幼儿

喜欢和能看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3.3 在幼儿故事中挖掘思政要素

故事是幼儿非常喜欢的一种儿童文学体裁。最早是

以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等形式体现出来。随着幼儿的

需要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这些文学体裁中适合幼儿的部

分被挑选出来，就成为专门的儿童读物。与此同时，专

为幼儿创作的幼儿故事也随之出现。在幼儿故事中，有

既有不畏艰难困苦也要努力达到目标的愚公和精卫，也

有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大禹，也有体现我国传统孝悌亲

长精神的王祥。当然，也有讽刺自欺欺人现象的《掩耳

盗铃》，妄想不劳而获的《守株待兔》，更有期望秧苗快

速长成，不惜违背其生长规律而去“帮助”秧苗的《揠

苗助长》。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故事，都是在给幼儿传递

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进步，同时也赋予这些传统故事以新的时代内涵，例

如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不能期望通过快捷

的手段、不付出劳动就不劳而获等。

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因

此，在《儿童文学》中，应极力挖掘幼儿故事中的思政

要素，无论是神话传说故事，还是现代故事。将这些故

事中所传达出来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

传达给学生，帮助他们建设起正确的三观，再以幼儿喜

欢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3.4 在图画书中体现思政要素

“图文并茂”是图画书的典型特征，也是现代儿童

文学体裁中的一种重要表示形式，它往往以丰富大胆的

图画表现形式深受幼儿喜爱。有关图画书的历史同样可

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真正为儿童编绘图画书并印刷

发行的，也是以儿童的被发现和儿童观的确立为前提的。

图画书最早发源于西方，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是世

界上第一本专为儿童编绘的图画书。相比而言，我国的

图画书则发展稍晚，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才开始起步。

图画书包括无文图画书和图文并茂的图书，无文

图画书是指没有文字的图画书，图文并茂的图画书则是

指有图有文字，不过文字较少，以图画为主。在图画书

中体现思政要素，可以将在学生自行创作与改编的有关

“中国传统节日”、“抗击疫情”以及“军民鱼水情”等

主题的幼儿故事，以图画书的方式呈现，以更为生动形

象的方式来培养和践行有关文化传承、爱国、团结等思

政要素。

3.5 在幼儿戏剧中演绎思政要素

幼儿戏剧主要以 3-6 岁的幼儿为接受对象，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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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为主，辅以动作、表情等手段进行舞台表演，供幼

儿观看或直接参与表演。我国古典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幼儿戏剧却是发源于欧洲，至 20 世纪初经日本传入

我国的。

幼儿戏剧是幼儿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往往以生

动形象有趣的表演形式为幼儿提供视觉与听觉享受。在

幼儿戏剧中演绎思政要素，可将在当今国际、国家大背

景下备受瞩目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体现国家、社会正能

量的事件改编为幼儿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脚本，例如有关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国家努力将海外、国外华侨带

回祖国以及有关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等的事件。将这些

事件进行创作和改编之后和幼儿一起进行讨论，然后帮

助幼儿将其表演出来，让幼儿在创作和改编、表演的过

程中体验国家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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