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引言

这两个绘本都受到了全世界儿童包括成年人的欢迎，也获得

了许多大奖，是成功的绘本。在《小兔彼得的故事》中，主

角是动物，但实则用了拟人化，小兔就像孩子，两个绘本都讲

到了涉世未深的孩子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故事，他们需要知识，

需要被教化，在绘本里都经历了外出，遇险，再被获救，最

后学习成功这个结构。

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是基本属性，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特征存

在，对儿童有深远影响。固有一面倒的儿童文学“工具论”的

代表性观点，强调儿童须成人导引成长的“教育儿童的文

学”，引领儿童认识人生，强调文学形象对儿童的教育作用，不仅

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教育儿童、规范儿童，使成为符合社

会既定文化模式需要的社会成员，具规训，教化意味。

儿童文学的独特性上也有重教化、认识、审美娱乐等，基本

上童书在某种程度上都含有教育性，都应该教点什么。[1]教育性的

意义有广狭义之分，体会阅读乐趣，陶冶儿童心灵，丰富知识，增

长智力，使儿童在阅读与感悟中逐步成长，形成并建立起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发展完美人格。

2  成人视角下绘本体现的教育性

成人尤其是作为家长的，绘本不仅是优美语言的范本而且也

可以表达爱。在阅读中同孩子产生共鸣，将精髓的内容输入给孩

子，同时可进一步观察到孩子最真实的想法，使得亲子关系更加

融洽，互动阅读让绘本的教育价值最大化。[2]不论是儿童还是成

人，都会受到教育启发，成人会觉像是一面寓言的窗户，在中年

翻看绘本会对生命本质有新的感悟与思考。童书世界的丰富有待

我们去探索，好的童书可以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也帮

助大人了解孩子，接纳孩子。

2.1教化儿童，陶冶情操

成人一般喜欢用说教的方式教导儿童。儿童正处于成长过程，

需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学习，这两篇绘本情节丰富、

包含人生哲理。通过阅读，儿童在潜移默化中领会做人处事方法。

在《小兔彼得的故事》里，兔子彼得由于没听妈妈话发生了一系

列惊险的事情，他掉了鞋子和蓝外套，也没吃上面包，最后他也

没有因为找到了丢失的衣服而感到开心，似乎认识到自己错了，

想得到妈妈的原谅。

儿童的世界充满了冒险，他们不能够很好的区分冒险和危险

的区别。所以当真实的危险出现时，他们会手足无措，会本能的

凭着运气从险境中逃脱，当危险过去后心里会感到惧怕恐惧。对

于成人读者来说，冒险甚至有些危险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所以

想让小读者明白冒险和危险的区别，要有警惕心。还有，书中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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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像是孩子，警醒孩子淘气而不听大人的话会遇到危险，就

算是真的遇到了危险也应该告诉父母，因为父母把经验告诉孩子，

让他们远离危险，不去铤而走险，即便遇到也不会慌张而是冷静

下来找找解决办法。孩子在读完后大多会觉得要听妈妈的话，或

者是要知错就改等。

再者，彼得最后疲倦不堪的回到了家，母亲的照顾让小兔彼

得感到舒心和安慰。会让读者又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培养儿童对

人对事要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另一篇绘本反映出了儿童有克服消极情绪的力量，培养儿童

坚强的品格。《野兽国》里，受到妈妈惩罚的麦克斯满腔怒火，于

是他幻想逃离了房间，遇见了一个新的国度。在野兽国里，他对

一群野兽们发号施令，它们都害怕他，称他为最野的野兽，慢慢

的麦克斯克服了自己消极的情绪。这里有野兽实际上代表了一种

“无法控制的东西”，代表着孩子内心的恶魔，是黑暗的，狂野的，

可怕的，不受控制的，但它们可以凭借自身去战胜它。再者，从

绘本的画面和版面设计来看，麦克斯与野兽的相对位置表示了他

心理状态，从最低到水平和最后的最高来看，他成功的控制住自

己的情绪。而且绘本的版面还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开始从愤怒失

控，然后通过幻想，化解内心负面情绪，走出内心阴影的全过程。

在阅读这两个绘本过程中，儿童会输入词汇，短语，句子知识进

入孩子的脑子，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单词，他们会大胆地运用绘

本中的词语与人交流，从而培养了儿童的认字读图能力。

2.2提高审美素质，享受精神愉悦

绘本里的图画是幼儿重要的阅读工具，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

份。绘本的图画除了要贴近儿童的世界，也必须重视美感呈现。绘

本里的插图不得不提，图画构图比例，细节如何处理很考究，可

以说，好的绘本中每一页图画都堪称艺术精品。孩子可以欣赏绘

画，进而品味绘画艺术，在美的艺术气息中滋养，慢慢就会养成

审美能力，这绝对是一场全方位享受美好的盛宴。

《小兔彼得的故事》的作者波特女士以动物为主角，它们天真

活波又带有些顽皮，对事物充满好奇有喜欢冒险，有着和孩子一

样的生活姿态，所以会深深的吸引住小读者的眼球。孩子比成人

更愿意相信，动物能够完全了解他们。[3]有些学龄前的孩子坚信自

己的宠物可以与他们相互交谈，他们会无意地将会说话的卡通动

物和自己的宠物合併在一起。波特女士用动物对孩子说故事，因

为动物是最容易被孩子接受与阅读的对象，孩子能透过动物了解

故事、享受在故事里。[3]透过《小兔彼得的故事》，让读者阅读

故事的有轻松喜悦之情。因为对孩子而言，动物就是他们的朋友。

尤其是自家宠物，陪在主人的身旁，与他们一起生活，做功课、看

电视或发呆，特别的亲切感让他们阅读时觉得自在怡然。从绘本



    5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插图的版面设计看，随情节跌宕起伏，文字与图画的比例也在变

换，在他想象达到高潮时图画占据整个版面，最后用白底黑字写

着“而且还是热的呢”传达出母爱的力量。绘本反复推敲的插画，

像是胖嘟嘟的野兽造型非但没有令孩子感到害怕，反而他们对这

有点滑稽的野兽造型爱不释手，同时也感受到这世界的美好，潜

移默化地接受着美的熏陶，可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视觉的洞

察力。

3  以儿童的眼光来看绘本体现的教育性

游戏是儿童的专利，他们有好奇好玩的天性，这点是成人

不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前一节讲到了成人认为这两个绘本可以教

化儿童，陶冶情操，同时也能提高儿童的审美素质，享受到精

神的愉悦，这都是代表了成人对儿童固有的关怀和爱，但又其

局限性，未必能全面配合儿童的特性去促进其自身发展，所以

这节会谈到以儿童本位的角度看这两个绘本蕴含的教育性，实则

就是两个绘本中游戏精神的体现。

3.1促进儿童成长

儿童生来就拥有建构健康自我的本能，他们热爱自己，对

自己充满信心，然而成长很多时候都是充满挫折的，儿童与周

遭环境的碰撞会对他们原本健康的自我产生很大的威胁。儿童与

周围环境的碰撞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4]埃里克森的成长理论亦

称为“人格发展论”，会经历八个阶段，在最初的发展阶段说

过，每个阶段都有其冲突存在，存在便是克服冲突的过程。在人

格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困难，要去适应并去

化解这些危机，而后逐渐上升，最后实现整体性的自我。

小兔彼得在经历了被麦先生追赶，身上夹克的扣子被扣住，

衣服和鞋丢失的险境后，他体会到了母亲和其他小兔陪伴和爱，

有时候好奇心会酿成大祸，像他的兄弟姐妹那样听妈妈的话，就

没有这次遭遇的险境，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最后吃上面包，牛奶和

黑莓子而不是只喝当药吃的菊花茶了。[5]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

需求层次理论，针对人类成长阶段的描述，用“生理”、“安全”、

“隶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等描述人

类动机推移脉络和人格内涵。

《野兽国》里的麦克斯踏上的野兽国冒险之旅实际上是一趟自

我心灵成长之旅，他坐上船穿水而过的画面可以当作是他已经进

入了他潜意识里的世界。绘本开始麦克斯穿上野狼的外套，给了

自己一种伪装，才敢四处撒野，敢放肆对妈妈发脾气，敢一动不

动的盯着野兽，对他们发号施令。他靠野狼的外衣，与其说获得

一种面具，不如说他更得到了一种支持和自信。事实上，平时生

活中，大家夸赞的乖乖听话的好孩子才是他真正的伪装，这也代

表了成长的妥协与烦恼。

他逃离受到妈妈的管教的世界，进入一个野兽世界，畅快地

玩耍，受到野兽的拥戴，但远处的饭香还是把他带领回家。而离

开野兽国的那一刻就是他自我成长的一个标志，他的成长之旅以

回归现实结束。

3.2提供宣洩机会，促进心灵健康

儿童通过游戏宣洩旺盛的精力，科促进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发

达，达到身心放松，能缓解现实生活中由环境与内心造成的两方

面的压力，对调整人的身心平衡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小兔彼得的故事》里彼得不听妈妈的话跑到麦先生的菜园里

大口大口地吃莴苣，扁豆，小萝卜；被麦先生追赶后的伤心哭泣；

麻雀地鼓励；妈妈地安慰等这些都为孩子的心灵找到了宣洩的出

口。彼得遇到危险会迅速跑开，怕了会大声尖叫，累到了会睡觉

是生存性宣洩，通过本能的释放他们能感受其快乐，积极乐观。当

被压抑的潜意识蓄积足够的能量，就会以梦的形式进入到意识层

面《野兽国》中，麦克斯经历了奇幻的梦中野兽国之旅，就是他

真实内心宣洩的过程，而这一切是在平日里不敢做的。他用狼外

衣要表达做自己，这给他力量；船则表示他的战斗力和决心，这

给他前进的动力；野兽则表示了自由与原始，这给了他征服和游

戏的快感；至于那片森林和海洋，则代表的是现实与理想世界的

联结。梦的初期，他有了很简单的想象，这想象给了他新的生命，

因为他找到了通往理想世界的一个通道，那便是森林，绿色是希

望之路，在走过希望之路后，他到了自由宽广的海洋，那是通往

理想世界的又一个通道，而且这个旅途更为漫长。最终他到达了

他的理想之境。他制服了这群野兽并当上了国王，他阴影中兽性

的一面终于有所释放。

3.3实现快乐自由幻想

游戏精神的内涵可归纳为快乐原则，自由原则和幻想原则，

这两个绘本都强烈的凸显了幻想性。[6]无论幻想是完美、是灵感

或是慾望，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幻想对抗不完善的事物，

改变它所在的世界，漫游于人的精神世界，呈现欲望受挫的镜

像。小兔彼得和其他小兔不同，他叛逆很有自己的想法，穿的

衣服吃得事物都和他的兄弟姐妹不同，在他活在无限探索的世界

里，自由的穿梭在他梦幻构造的生活中，而没有认识自己处于有

的危险的现实生活里，妈妈的劝告似乎进不去他的世界。儿童在

一边感到有趣时，也会嗅到快乐自由背后的危险性。麦克斯通过

幻想来征服自己心中张牙舞爪的野兽，消解对妈妈的愤怒。孩子

也正是透过幻想驯服自己心中的野兽。

4  结语

本篇论文分析了绘本所呈现的教育性以《小兔彼得的故事》

和《野兽国》为例，儿童文学重视教化，总觉得每本童书都应该

教点什么，而“教”字的受众不同，自然理解，所持观点会有差

异，所以接着从成人的视角来探讨这两个绘本体现的教育性。成

人重视规范教化儿童，同时想让他们能够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陶

冶情操，提高审美，在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能让亲子关系更加

融洽。但成人对儿童固有的关爱和爱的立场有其局限性，不能全

面配合儿童的特性让他们全方位的发展，最后讨论以儿童的眼光

来看两个绘本体现的教育性，分别从促进儿童成长；提供宣洩机

会，促进心灵健康和实现快乐自由幻想三个方面来展开。借由这

两个绘本所展现出的教育性来看，可见绘本拥有无穷的力量，阅

读其中更是让儿童身心灵得到了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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