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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张志慧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丽江  674100） 

摘要：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到来，对于《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希望 ，要求《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

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并运用多形式、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提升高校教师的实践能力与教学能力，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本文主要对《学前儿童文学》课堂教学改革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现阶段《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改革方法与策略，希望能够在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与效率方面起到一些参考与帮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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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文学》课程在学前教育的专业必修课程当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和占据关键的位置。而高校教师的文学素养与教学质量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学前儿童文学》课

程作为学前教育的专业必修课程，也要紧紧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断地去创新与改革。基于此，本文将对《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

学改革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一、现阶段《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改革教学过程当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 

（一）教师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模式、教学的效果不理

想 

《学前儿童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儿童文学基础文理论、

儿童文学发展史、作品表达的技巧、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

儿童故事、儿童散文、儿童图画文学、儿童戏剧、影视文学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学前儿童文学》中的部分内容具有复杂、抽象性

的特点，学习起来会比较枯燥，再加上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学功底参

差不齐，如果老师依旧沿用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与模式，势必会影响与制约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导致自己的

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二）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较慢、联系实际进行文学欣赏与创

作的能力偏弱 

部分学生的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偏少，文学阅读总量严重不

足，自然自己的文学素养也会得不到提升，作品表达技巧的掌握也

并不达标。所以教师容易把重点放在让学生大量地学习、欣赏作品

上，而忽略了让其进行联系实际的欣赏与创作，造成学生在遇到真

实的教学情境时，只会生搬硬套，或是在需要进行作品创作进行教

学时显得手粗无措。 

二、《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方法与策略 

（一）运用信息技术强大的优势与特点进行改革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强大，

《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也要紧紧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不断地去

创新。现阶段各个校园当中的无线网络无处不在，同时信息设备也

十分的健全与完善，立体化教材、网络教学平台应运而生，为教师

教学提供了众多的资源与方式。因为每个学生都会有一部智能手

机，这时教师就可以将自己的教学资料（视频、教学的重点、难点、

辅导资料等等）发送到教学平台当中，让学生通过网络来进行课程

的学习，同时在教学平台当中学习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与影

响，还能够与其他同学进行热烈的讨论。课程当中的一些知识点可

以通过学生自行学习来完成，课堂的时间就可以用来讨论学生在自

学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难点和自己总结出来的学习心得，老师还

可以对学生提出来的疑问进行一一解答。例如:在理解童话形象的过

程当中，可以播放《灰姑娘》的片段，让学生在片段当中找出与之

相对应的童话形象。 

（二）工学结合，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展开多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将课堂教学与幼儿园工

作实践融为一体，真正地实施工学结合，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

让学生更早地接触到幼儿，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幼儿园教师的角色

与岗位，为学生以后在教育工作中进行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创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三）增加阅读量、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大幅度地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同时也由老师为学生选取具有文

学性的作品，以供学生大量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不单单包括我国的

经典文学作品，还要多阅读一些国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同时同学之

间也可以相互推荐，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和培养其阅读

文学作品的习惯。 

（四）加大与艺术类课程融合的力度  

学前教育对教师综合素质出了提更高的要求与希望，教师要有

美术、音乐、戏剧等等表演的基础技能。学前儿童文学不单单与文

学教育有机地融合，同时还要与其他课程联合在一起，在儿童文学

创编教学的过程当中，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将相关课程内容融入进

去，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例如:儿童图画文学可以把文学与美术融合在一起，儿童戏剧可

实现文学与歌舞类课程融合在一起，因为戏剧具有综合性、系统性

的特点，它将文学、音乐等等各类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

直观形象的呈现方式，让学生慢慢地从“要我学”向着“我要学”

转变，大幅度地提升了学生学习的效率。 

结束语： 

《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工

作，作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实施者，要不断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对

《学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不断地改革，同时还要在具体教学的过

程当中去求证与实践，这样才能最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提升学

生学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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