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幼儿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
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幼儿教育对人
的一生有重要影响，因此，作为幼师应该做好幼儿教育，促进幼
儿发展，给幼儿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幼儿教育中，培
养幼儿的文学鉴赏能力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它决定这
幼教的质量，对幼儿的成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幼师
要抓住学前教育的关键期，培养好幼儿的文学欣赏能力。

1  培养幼儿文学欣赏能力的重要性
研究显示，提升幼儿文学鉴赏能力，可以帮助幼儿理解文

学作品中的内容，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提高幼儿对文学作品
感悟能力，进而充分彰显文学作品的育儿价值，使得幼儿眼界得
意开阔、思想感情得意丰富，进而提升幼儿的共情能力，让幼儿
在阅读中得到综合而全面的发展。

2  培养幼儿文学欣赏能力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幼儿教育关于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是存在瑕疵的，

问题也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幼师选择图书
类型不合适，既然要培养幼儿的文学鉴赏能力，必须选择相应的
书籍进行教学活动，但在此过程中，很多幼师把握不准选择的标
准，经常出现不适合幼儿阅读的内容进入课堂的情况；第二表现
为幼师在进行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中，不注重相应环境的创建，
只是为培养而培养，降低培养的效果；最后，在培养过程中很多
幼师教学方法单一，只是给幼儿创设愉快的学习氛围，对于实际
提高幼儿文学鉴赏能力方法是匮乏。这些问题表现都在影响着幼
儿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因此，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应该将这些
问题进行纠正，提升学前教育水平。

3  培养幼儿文学欣赏能力的方法
第一，选择适合幼儿阅读的书籍。在培养幼儿文学鉴赏能

力时，书籍的正确选择对于培养幼儿的文学鉴赏能力十分重要，
幼师在教学中，要选择适合幼儿阅读的书籍，不能在课堂上只图
高大上教学内容，不顾及实际培养教学效果，在选择过程中，不
能选择内容过深、文字过长的文学经典作为启蒙教育的读物，对
于幼儿来说，选择绘本类的图书更为适宜，比如《猜猜我有多爱
你》等比较经典的绘本，可以作为提升幼儿文学鉴赏能力的书籍。
同时，幼师注意要分开年龄层次给幼儿选择相应的书籍，小班可
以选择经典绘本，中班可以选择简单的国学内容，比如《三字经》

《弟子规》等，大班可以选择古诗、故事作为提升幼儿文学鉴赏能
力的教材内容。总之，不可千篇一律，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发
挥良好的教育培养效果。

第二，创设阅读环境，提高阅读兴趣。在阅读过程中，幼
师要通过阅读内容给幼儿创设一种阅读环境，让幼儿能尽快安静
下来，投入到阅读的氛围中，这样有助于文学鉴赏能力的提
升。具体的操作方法为：首先可以通过改变教学布置来创设环
境，比如在讲《白雪公主》故事时，教师要根据故事给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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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鉴赏能力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文学赏析的能力，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对于阅读效果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显示，在幼儿时期培养幼儿的文学欣赏能力是促进幼儿成长的有效举措，因此，应该在幼儿教育中重视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提
升幼儿的阅读效果，进而促进文学作品的育人价值的发挥，为幼儿教育事业更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围绕如何培养幼儿的文
学欣赏能力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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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与故事相同的情景，让幼儿身临其境，融入到故事中；其
次，可以通过音乐来给幼儿带来环境的改变，比如在讲《猜猜我
有多爱你》时，幼师可以给幼儿播放一段抒情优美的音乐，或者
将相关音乐一直贯穿到讲解的始终，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幼
儿进入故事中，提升幼儿对作品的理解。

第三，从朗读入手帮助幼儿理解文学内容。幼师在日常讲
解中，可以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提升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因
为幼儿思维以想象思维为主，教师在阅读中通过声音、表情、眼
神的变化，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传递给幼儿，让幼儿感知文学，同
时，在阅读过程中，幼师要配一些夸张的动作，不同情感配以相
关的动作，让幼儿进行感知，比如表现微笑的内容，教师只需要
通过脸部表情告诉幼儿即可，但是大笑，教师不仅要用面部表情，
还可以配一些夸张的动作，让幼儿在教师的朗读中受到感染，感
受语言的丰富，提高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教师还可以让
幼儿也参与到阅读过程中，比如一个故事中，有很多人物分工，幼
师可以在幼儿熟知故事之后，分配故事角色给幼儿，让幼儿在幼
师的组织下，开展故事表演活动，通过这种形式让幼儿充分理解
作品，之后，教师可以通过设问的方式，激发幼儿的思考，进一
步提升教育培育效果，让幼儿在思考过程中对文学作品进行再次
的理解，进而提高幼儿文学欣赏能力。

第四，从文学词汇入手，帮助幼儿理解文学。幼儿存在阅
读的困难，幼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有意识帮助幼儿减少阅读中
的困难，提升幼儿对文学欣赏能力，教师要从文学词汇入手，在
教学中，很多阅读的词汇幼儿是不懂的，教师就要通过讲解，演
示等方式，让幼儿明白词汇的意思，进而理解含有词汇的这句话
的意思，进一步理解整篇文章的意思。词汇是组成阅读材料最基
本的单元，幼师从词汇入手，可以大大降低幼儿阅读难度，提升
幼儿文学鉴赏能力。

4  结语
总之，幼儿教育阶段是培养幼儿文学鉴赏能力的重要阶段，

幼师要抓住幼儿这个成长的时间节点，通过选择适合书籍，创造
阅读环境，以朗读和解释文学作品中的词汇为主要方法，提升幼
儿的文学鉴赏水平，给幼儿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让幼儿在
知识的海洋中翱翔，汲取能量，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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