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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解

析
——以儿童诗为例

蔡　娟

（玉山县冰溪小学　江西　上饶　334700）

摘　要：本文主要从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解析进行阐述说明。在教育当中，需要促进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之间
的全面连接，是当前促小学课堂资源丰富发展的主要基础。在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课程主要资源，需要进一步明确，

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小学语文当中儿童文学内容与一般的文本教育有着不同的教学形式，最为关键的就是可以在儿童文学当中彰显童真

与童趣，进一步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知识学习的价值。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创造出儿童文学的优势，发

展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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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analysi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which is the main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the main resource of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needs to be further defined to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own ability. The cont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has different teaching forms from the general text educ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ighlight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childlike interes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urther let students feel the value of Chinese knowledge learning. Therefore, teachers are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eaching resources in teaching, so as to create the advantag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develop students' Chines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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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儿童文学需要全面考量学生的能力，进而在教育当中
发展学生的审美技能，彰显教育的娱乐性目标，进而实现学生多方
面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文学应当始终与小学语文之间保持紧
密的联系，这是十分有效的语文课程资源。在基础教育的改革背景
下，需要对小学语文课程知识重新定位，明确价值，实现教学质量
提升，进而全面彰显在小学教学价值，发展学生的基础能力。

1.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意义
小学语文教材当中，通过儿童文学的引进不仅可以让儿童文

学的作品选入到小学语文教材中，同时也成为了学生学习母语的主
要途径 [1]。儿童文学是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其中承载了对学生

“听、说、读、写”任务的培养，因此在许多的教学策略上，与一
般的文本教学存在很多不同，但是部分的小学语文教师文体意识并
不强烈，将任何一篇文章都当作“记叙文”的形式来讲解，并且每
篇课文的教学结构教学设计十分相同，并没有进行创新。从根本上
来说，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审美特点，例如儿歌、儿童诗、童话、
儿童散文、儿童小说等等，各种文体审美特征各不相同，并且具体
到每一篇的作品当中，因为题材形式的不同，所展现的不同文学语
言与形态特征的也存在明显差异 [2]。从根本上来说，儿童文学最为
明显的特点就是，教育儿童情趣、解救儿童童真。儿童情趣是儿童
文学的生命，儿童情趣可以让儿童的情怀得以提升，并且感受不同
内容的情感价值 [3]。教师需要从情绪出发，而不是让儿童文学承载
过多的教化作用。

除此之外，儿童文学作品应避免存在功利性，不应当将成年
人的想法来引入其中，由此就会误解儿童的阅读思维，应当让儿童
自由阅读，并且学会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来倾听，用
儿童的眼睛来体会，需要带领儿童感受作品当中的趣味性，明确审
美的意义。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儿童诗的过程中，应当运用
率真的情感赋予儿童诗别样的意境，让儿童体会到情趣，明白其中
所展现的内容。同时儿童诗也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
面彰显儿童诗在小学语文的独特价值，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积极思考，
运用儿童所能接受的教学形式进行讲解，并且让儿童具备求知和娱
乐的心理 [4]。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掌握每首儿童诗的特点，将儿
童带入到诗歌的情境当中，避免课堂存在单一的教学模式。

2. 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对策研究
2.1 反复朗诵，感受诗词的情与趣
俗话说的好 ：“诗言志”，儿童诗的作者在创作的期间，需要

全面遵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进而通过“写景、叙事”的形式来抒发
儿童内心真实、率真的情感，赋予儿童天真的愿望以及生机盎然的
情趣。在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需要教学中诵读儿歌、童谣和浅显
的故事，并且积极想象，获得正确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此外，还需要诵读优秀的古诗，并且在诵读的过程当中，感受情感，
领悟其中的内容 [5]。小学每个阶段的儿童诗教学中朗诵都是不可忽
视的环节，可以让儿童在朗诵的过程中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有浓
厚的情趣感知，明确儿童诗的韵律。教师如果具备良好的朗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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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进行阅读，并且在朗读中思考、在朗
读中练习，让儿童感受到其中的美妙童趣。例如，在教师儿童诗《一
株紫丁香》期间，在学生反复诵读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展自
己的想象力，让学生感受到儿童诗所传递的情感。如 ：“绿叶在风
中沙沙，那是我们给您唱歌”，并且让学生通过这句话的朗读想象
他在唱什么歌，理解“疲倦”的含义；又比如在：“满树盛开的小花，
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牵挂”，明确“牵挂”一词的
具体含义，并且回顾自己的生活体验，想一想老师是怎样关心我们
的。通过这样的教学引导，可以让学生从儿童诗当中走出来，并且
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与品味师生之间绿叶与花香的情谊。例如，在教
学《看电视》的儿童诗中，这是十分具有趣味性的儿童诗，其中包
含的是一家人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诗歌当中全面诠释了“亲情”
的含义，因此需要教师紧抓“亲情”，让学生不断朗读，感受诗词
当中的亲情以及音乐感和节奏感，从而在教学基础上进行引导。教
师在鼓励学生读完诗歌之后，需要运用简单的诗词来表现不同的感
受，如快乐、温暖等等，但这首儿童诗如果只抓住“情感”而不注
重“趣味”的展示，就会有些偏执。教师需要紧随儿童趣味来引导
学生，并且对学生提问 ：“你觉得这首诗最有趣的是什么？”而不
是直接面向学生提问 ：“你们在诗词中感受怎样的道理？”诗词当
中全面表现在对家人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爸爸明明听不懂京剧，
只是“打盹儿睡觉”；奶奶虽然看不懂足球，却依然“拍手欢笑”。
通过学生的反复阅读，可以体验这首诗是以趣味性来支撑的，并且
其中流露出真实的情感。

2.2 展开想象联想，再现学习意境
意境是当前诗词当中最为重要的美学特征，他主要指的就是

作品当中所描绘的生活途径和思想情感之间的融合，进而发展成为
全新的境界。儿童诗的意境是通过纯真来展现的，并且其中充满了

“童稚”，因为诗歌的语言是跳跃的，需要在阅读的期间让学生不断
想象，弥补诗歌当中的空白，在学生反复阅读当中全面感受情感，
并且教师在此基础上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让学生通过文字进行联
想，进而获得内心影像，勾勒出完美的诗情画意画面。通过这样的
方式才可以让儿童诗真正感动学生，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高年级学
生来说 [6]。例如，金波就有一首极具趣味性、并且意境绝佳的儿童
诗——《春的消息》，这首儿童诗所运用的就是取景、调色等所种
形式，全面为学生展示了生机勃勃的春光图。学生在反复阅读：“风，
摇绿了树的枝条，/ 水，漂白了鸭的羽毛，/ 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
/ 你看，春天已经来到！⋯⋯”，教师需要全面帮助儿童在脑海当中
映射具体的画面。在《春的消息》当中，可以以诗歌色彩的搭配与
声音全面帮助儿童。在这样极具色彩的基础上，作者没有忘记进行
点睛之笔 ：“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 听它唱歌，和它一起奔跑。”
虽然在儿童诗当中没有直接的对拟声词进行展示，但是这也并不会
妨碍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起到更好的联动效应，与儿童的天
真烂漫进行全面的整合，这样不仅展示了春意盎然的世界，同时还
进一步让学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2.3 细细品味，明确探究技巧
在部编版的教材当中，从一年级开始就选择了不少的儿童诗，

并且难度在逐渐提升。小学生到了高年级，儿童诗已经不再是像中
低年级那样直白，因为高年级的儿童诗运用了不少现代诗歌的技巧。
在基础教育改革下明确，需要阅读诗歌、掌握诗歌的具体含义、想
象诗歌描绘的情景、感受诗人的情感，进而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受到
作品的熏陶与鼓励，提升追求真理的理想。如何教出高年级的特点，
教师需要在进行高年级儿童诗教学中，不仅要进行朗读与意境的教
学，同时还应当为学生讲解儿童诗阅读的技巧。因此，需要教师在
教学中自学儿童诗的理论，并且慢慢面向学生进行灌输，培养学生
对诗歌的兴趣。例如，在王宜振《斗笠》中，这首儿童诗在 2002
年就发表了《人民日报》，并且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词当
中全面展现了艺术的魅力，并且在最后的总结当中也点燃了读者的
情绪，暗藏了字里行间的亮点，可以说是妙语连珠。诗词的最后一
小节是这样描述的 ：“孩子，戴上这顶斗笠吧，∕你便把故乡戴在
头顶。∕走到哪里，你都是故乡的一朵蘑菇，∕娘在梦里也能看见
你不斜的身影。”对于其中的“故乡戴在头顶”，这是一种十分新颖
的意境，并且可以为读者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紧接着“一朵蘑菇”

也是一种全新的意象，同时是这首儿童诗的闪光点，虽然之后简短
的四句话，但是可以在字里行间当中让整首诗发光发亮，进而为读
者带来十分新奇的感觉，产生极强的穿透力，紧紧抓住读者的内心
[7]。因此，需要教师在具体教学期间，需要尝试为学生了解这种新
鲜意象的主要方式。此外，对于王宜振的儿童诗来说，其中运用了
大量的“思想知觉化”以及“自由联想”的相关内容，这一形式全
面表达了现代诗歌的技巧，教师需要简单的面向学生诠释。由此可
见，需要教师全面提升自身的儿童文学修养，由此才可以全面掌儿
童文学的根本特点，创建出更加具有价值的儿童文学内容。

2.4 创建学习情境，引导学生探究
诗歌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可以所被称之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

文学载体，不仅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并且蕴含着无穷的意境以及美
感，得到更多人们的喜爱。古典诗词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小学语文教材当中的诗歌选入可以说都是广泛
流传、并且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诗歌也已经成为
了人们所探究的关键问题。在历史发展的长廊中，诗歌不仅全面彰
显了历史文化的发展，并且还凝聚力民族的自强不息以及拼搏向上
的发展精神，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当前诗歌教学的重要性已经显
得格外的重要。文学是一种语言上的艺术形式，并且在文学作品当
中，儿童诗的语言较为精炼，同时所展现的情感也十分丰富。正是
因为这样，需要全面引导学生感受儿童诗中所散发的情感，明确全
新的意境，创建适宜的情景。通过这样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因为诗歌所侧重的是语言特点，因此需要教师在教
学中从阅读的角度出发，进而全面欣赏诗歌，让学生可以感受到诗
歌所展现的实际情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8]。例如，教师在就学《村
居》的过程中，需要让学生在朗诵结束之后，找到文章中所展现诗
人情感的句子，并且让学生快速找到复习，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
生感受诗词所传递的情趣。“喜”是当前文章的点睛之笔，不仅展
现了小儿的活泼可爱，同时也为整首诗歌赋予了温暖的场景。因此
可见，教师需要紧抓，并且在教师的全面引导下，让学生感受到诗
歌人情之美以及生活趣味性，通过学习来带动学生进行整篇阅读，
对学生进行引导。通过这样的教学铺垫，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作者所
传递的情感，并且明确儿童诗歌的韵味。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全新的教育理念发展下，我国儿童文学在小学

语文教育的地位逐渐上升，进而实现课堂的全面沟通、交流与整合，
促进课堂学习资源向外部阅读的进一步拓展，入网家庭与学校之间
共同合作，促进多方面的教育，使得更好的彰显儿童文学的资源优
势，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技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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