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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视野中的儿童文学和教学 
董秀兰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窑上小学  333300） 

摘要：小学阶段的语文是其他学科的学习基础，在小学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新课改的进行，老师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

程中，不仅要保证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还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本文主要是针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儿童

文学方面的教学进行评价，进一步论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并为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提高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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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学有着很大的联系，儿童文学促

进了小学语文传统教学中所缺少和不具备知识的补充。改变了传统

的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学对学生获得新知识和开发智力、思

维的重要途径。小学阶段，是孩子们开始接触知识的第一阶段，正

因如此，他们会受到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因为小学语文教学中包

含着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又是对孩子精神文明的一种建设，要想培

养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人文观，就必须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 

1 小学语文课堂视野中的儿童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老师的重视程度不够 

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并没有重视儿童文学，更不

用说了解儿童文学了，甚至有的老师认为儿童文学对于语文学习没

有帮助。所以在日常课堂中，老师所讲给学生们的都是课文中的内

容，偶尔的可能会从略的讲一点点。有一部分老师自己对儿童文学

的了解都非常少，更不用说去教学生了，所以这些老师在课堂教学

更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效果也并不理想。 

1.2 学生很少接触儿童文学 

在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除了课本教材以外，就是一些相关的

辅导资料、习题等。学生并没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儿童文学，许多

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也没有安排，学生们去学习儿童文学。由此学生

对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就非常少了。在语文课堂学习过程中，对于

很多文章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存在欠缺，这都是源于家长和老

师不重视，学生们去阅读儿童文学，也进一步限制了学生思维能力

的发展[3]。所以这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都达不到期望。 

1.3 儿童文学编制尚未完善 

当前儿童文学在材料编制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在书的篇目制

定上就遇到了困难，由于所要编制的内容，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容易让学生对学习的认知和日常生活认知存在

差异。儿童文学阅读的许多文章是很单一的，这都对于丰富学生的

课外学习知识起到的效果并不明显。更有许多文章的教育性偏重课

本，内容也变得烦躁无味，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堂的学习兴趣，而

且许多文章内容都趋向成年化。不具有童趣，导致小学生们在学习

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低。教材中存在这个问题让儿童文学对

小学生学习起到的效果，并不理想，也不利于小学语文学习的发展。 

2、小学语文课堂视野中的儿童文学的意义 

2.1 有助于想象力的形成 

小学阶段学生的大脑容易受到外界直观的刺激，所以小学阶段

是培养学生想象能力的最佳时期，儿童文学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

作品，所以在此基础上，对于启发学生想象力是很有帮助的。但在

小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在启发学生想象力过程中要注意不能过

度，更不能脱离儿童文学的范围。切实保障，不把那种带有沉重，

压抑的成人文学作品，带入到小学课堂中，要时刻围绕小学阶段文

学，进行合理的教育。当学到《狐假虎威》这篇文章时，由于这篇

文章并没有结局。老师在让学生们读完这篇课文后，可以让学生自

己去构思文章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老师也可以稍微给学生们做一

点提示，比如原文中除了狐狸具有虚伪的一面，那老虎又具有什么

样的一面呢？学生可以根据问题进行思考，并仔细在阅读文章就会

发现老虎表现出的，不仅有愚蠢、霸道还有其他小动物所具有的胆

小。从多个方面入手，就可以给故事一个结局。当然故事的结局不

止一种，还可以是老虎在办完事后越想越觉得奇怪，最后老虎想出

了这时一切都是狐狸的阴谋。于是老虎再次找到狐狸。再如丛林里

的其他小动物都发现老虎，原来只是长了个庞大的身躯，但他的脑

袋是非常笨的，便一起谋策把老虎赶出丛林。就《火星—地球的孪

生兄弟》这篇科技文为例，学生也可以在此文中发挥无穷无尽的想

象力因为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太空。学生们或多或少

都从电视中，获得了一些关于太空的知识，从外界获得的有关太空

的知识，对于学生开展这个关于太空的话题是有很大帮助的，学生

们可能会想象对火星进行探索，人们会搬到火星上去，或者是人们

在火星上会看到外星人，甚至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名火星探险员[4]。

正是无穷的想象力，激发了学生对知识的热爱，同时也有助于学生

养成自我学习的习惯。这些方法看上去都是合理的，这样不仅打破

了原来压抑的课堂气氛，也而也启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适当的想

象启发，对儿童文学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的拓展，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2 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 

小学生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不仅认识的字数变多了，也提

高了学生的阅读和对课文的理解能力。学生也能从中汲取一些生活

信息，也可以增加学生的语感，从而做到了全方位的提高，学生们

的语言能力和各项能力的全面发展。小学语文老师必须具备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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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知识，其中就包括儿童文学的价值和儿童文学对学生有

何好处？儿童文学具备哪些问题等特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都

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更有助于学生个人素养的养成。学

生的文学素养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大量阅读，逐渐积累而成的。

老师要引导学生们多多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有助于提高学

生们的感悟能力和对文章的鉴别能力。作为一名优秀的小学语文教

师必须掌握文学作品中所具有的经典，并学会从中吸取非常好的文

采在课堂上教授给学生们。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带

领学生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文学观，在课堂上，更是要引入一些先进

的儿童文学理念。对小学语文教学老师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和

学生们一起读和学生们一起去思考。老师要格外细心和孩子们一起

去学习，从而开发学生的思维，儿童文学的阅读不仅让学生喜欢上

了阅读，也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帮助。 

2.3 尊重孩子的内心 

儿童文学作品创作时，需要满足具有启发性，并且要适合小学

生阅读的要求。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儿童文学作

品，老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阅读，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作品中的内容，

然后去仔细理解，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开拓和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儿

童文学所追求的就是孩子们可以自己理解，这对孩子来说就是有很

大收获的，也让孩子的内心得到了十分的满足，也确实做到了尊重

孩子们内心的想法。每个孩子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但只

要是学生在自己独立思考后得出的阅读结论，都是非常宝贵，也都

是有意义的阅读，这也就是作品的终极目标。老师们要记住，小学

生们才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主体，所以在语文教

学过程中，老师要对学生们的心理进行有效的沟通，课堂中的教学

更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果课堂氛围过于冷清，那将不利于

学生学习，但如果引入儿童文学，那么就会提高学生的兴趣，因为

儿童文学所包含的内容，对学生的心灵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3 小学语文课堂视野中的儿童文学的教育方法 

3.1 进行有效的教学方法 

儿童文学既然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那么一定有一种相应的教学

方案。否则与其他教学混杂，不仅达不到儿童文学的教学目标，往

往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印象。问题来了，何种教学方法才叫有效

呢？经学者研究发现。照片影视动画或一些带有图片的书籍，会对

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老师在教学中就应该把这些引入课堂[1]。在

学习《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时，这篇文章描写的是我们祖国

的大好河山，老师可以展示一些，大山大河的风景图照片给同学们

看。当文章学到翠竹，松柏时，老师就可以借助图片的方式给同学

们展示我国蜀南竹海，和黄山的松柏。当同学们对这些图片十分感

兴趣时，老师借此机会给同学们讲述翠竹、松柏，具有坚韧不拔的

精神。当学到果园丰收，庄稼丰收的时候，就可以给学生们展示硕

果累累的果树，照片和一望无际的美丽田园，这些美丽的画面都受

到了学生们的喜爱，学生们在欣赏课件图片的时候，也就将课文内

容记了下来。除了给同学们展示图片以外，老师还可以让同学们上

讲台表演，讲台下面的同学也可以相互模仿，老师可以借着这个机

会，将学习内容化静为动，这样学生对文章内容有很深的记忆。在

学习成语故事时，自相矛盾老师可以拿一个毛和一个盾，然后让两

个相互碰撞；这些动作都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非常欢快，在欢乐

的同时，也学到了知识。老师可以播放一些小视频，然后接着让学

生自己上台表演或模仿，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来展现成语故

事，这样可以，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学生会产生一个深

刻的印象，也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儿童文学本来就是拥有孩子

天真趣味的一种文学。如果教学方法太过传统呆板，对于小学阶段

的学生来说，所具备的学习能力还是接受不了这种传统教学方法

的，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熟知儿童文学的特点，有助于

课堂教学[2]。 

3.2 教学内容多样化 

由于儿童文学也具有一些特点，这也就致使有的学生会出现偏

科，比如学生会十分热爱语文学习，对语文故事充满兴趣。而忽视

了其他的科目，这时，老师就要注意把学生的学习调整到平衡状态，

让学生不仅收获到了快乐，同时也收获到知识。当学到《郑和下西

洋》这篇文章时，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们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还要给同学们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然后也要着重讲一下郑和的精

神。要让学生的学习不只是停留在表层，而是要让学生深入故事深

层。如果仅是停留在表面，那么学生只是听了个故事，过段时间就

会忘了学生们并不会引起对故事内容的思考。丰富的教学内容，不

只是包括讲故事，还需要老师扩展一些语文课程，就是把课本中的

内容扩展一些，例如，学生们在读三顾茅庐时，老师可以向学生们

讲一些课本所不具有的知识，或向同学们推荐一些很好的名著。这

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阅读履历，还让学生们的知识得以丰富，也开

拓了学生们的视野。 

结束语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入儿童文学，不仅可以提高小学生的阅读

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扩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们

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关注儿童文

学的教学，开拓学生们的语文学习范围，让学生儿童文学过程中，

不仅收获了开来了课、收获的知识，从而提高了语文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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