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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性、语言性、艺术性看儿童文学的特点
宗琼

兰州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儿童文学是指专为儿童以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根据阅读者的年龄又被分为：婴幼

儿时期文学、儿童时期文学、少年时期文学。婴幼儿时期儿童活泼天真，知识匮乏，是初步形成个性倾向的关键时期。此时

期的文学作品以引导儿童去模仿作品中的行为语言为目的，所以作品内容呈现出很强的游戏性和娱乐性，同时会在故事中融

入简单的道德观念和常识性知识以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儿童时期的儿童眼界逐渐开阔，知识增加，对待事物有初

步的判断和是非观念，同时会运用道德观念约束自己。儿童时期的文学作品教育性增强，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紧凑

单一。少年时期儿童开始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都逐渐增强，此时期的儿童开始具有独立个体意识，

同时又对他人有依赖心理，处于“最动荡、最易变化、最不安稳的一个时期。”此时期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在塑造作品人

物形象时更注重人物的深度，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本文将通过叙事、语言、艺术三方面总结归纳全时期特点，从而浅析儿

童文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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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学的叙事特点

（一）必要的教育性

在追溯世界儿童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儿童文学

有一项被着重强调的功能：教育功能。这项功能决定了儿童

文学需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儿童时期的

可塑性是最强的，他们受周围环境以及日常教育所影响，作

品中输出的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以后的发展。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1]，这是古人对于教育的形容，

而儿童文学在其中便充当着教育者的身份，或者是教育者的

一种工具。

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与社会

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教育儿童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也就

是常说的先育人后育才。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教育儿童养成

良好个人习惯的作品比比皆是，如《邋遢大王奇遇记》中作

者将主人公塑造为不讲卫生的男孩，作者用男孩的遭遇向儿

童传达出需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观念；《木偶奇遇记》中

作者用匹诺曹每次撒谎鼻子都会变长来教育儿童撒谎是一

种错误的行为。

教育儿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教育儿童意识到大

自然的珍贵和神秘，学会与自然共生。由于儿童的知识有限，

眼界所囿，与外界的接触少，大自然便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

重要素材。以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情节激发儿童对于自然的

好奇心，培养儿童爱护自然、敬畏自然、回归自然。

（二）陪伴性与趣味性

作品的受众年龄决定了作品的创作特点，儿童文学作品

中的叙事内容往往具有陪伴性。如《皮皮鲁鲁西西》《淘气

包马小跳》《哈利波特》等作品，都是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成

长经历，并通过此段经历习得知识或是心理上的成长。儿童

区分现实和幻想的能力比较薄弱，往往会把故事中的人物当

做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随着长时间的阅读，有时儿童还会

把书籍中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故事主人公的情绪影响着

儿童的情绪，故事主人公的情感即是儿童的情感，此时此刻，

在孩子的心里，儿童文学作品不再是一本冷冰冰的书籍，而

是具有陪伴作用，是和自己一起成长的伙伴。

儿童的阅读习惯与能力要求儿童文学作品不可以像成

人文学作品一样枯燥，乏味，而是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通

过对儿童心理的研究，我们发现儿童的行为以“追寻快乐，

减少痛苦”为原则，所以在阅读中收获快乐是儿童阅读的唯

一目的。为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常

会塑造一些夸张的人物形象，其中“顽童”形象就是这一类

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形象想象力丰富，热爱探险，并

且没有成人世界的条条框框，满足了孩子的游戏心理。《木

偶奇遇记》的匹诺曹便是一个“顽童”，这块儿会说话的木

头逃离了家庭和学校的束缚，烤火取暖烧掉了双脚，这一切

经历如此荒诞离奇，但却满足了孩子对于世界的想象，让孩

子向往匹诺曹的生活经历，幻想着自己和匹诺曹一起去探

险。但是“顽童”最终要回归社会，而不是任由他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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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现实，这也正是儿童文学作品中趣味性和教育性相统一

的例子。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

（一）语言的形象性

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除

了要让孩子了解人物的性格及个性，还需要尽量避免出现大

段的陈述，如果使用大量的陈述语言，则会让故事变得难懂

乏味，无法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我小女儿的皮肤长得白

里透红，看起来就像这洁白的雪和鲜红的血一样”[2]。作者

用具象的、孩子常见的事物“洁白的雪”和“鲜红的血”解

释了什么是“白里透红”，使小读者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动

人，肌肤如雪的公主形象。

儿童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也是儿童文学语言具象性

的体现。“雪花看起来像巨大的白鸡”[3]“大雪为她母亲的

坟盖上了白色的毛毯”[4]。在描写雪时，两位作者分别用“白

鸡”和“毛毯”来比喻雪花的大和积雪的厚度，代替了抽象

的量词，使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在脑海中想象出大

雪纷飞的画面。除了比喻，对比也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表现

手法，“任何玫瑰花枝上的花朵都没有她那样鲜艳，任何在

风中吹着的苹果花都没有她那样轻盈”[5]，作者通过比较的

手法让儿童对于“她”的美丽和轻盈有了参照物，也可以更

加突显“她”的美丽和轻盈。

（二）语言中的音乐美

文学语言中的音乐美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语言中常

使用叠词和重复的手法，另一方面则是儿童歌谣中对于韵律

的把握。儿童的行为大多数出于对他人的模仿，而能够形成

这种模仿过程的关键就在于重复。不断地重复，强调同一个

字或者词语，儿童便会在脑海中形成记忆。叠词的使用可以

加深这个词在儿童脑海中的印象，也使故事画面更加具象，

更加确切。“一百只胖墩墩的烤火鸡、堆成小山似的烤肉和

煮土豆、一大盘一大盘的美味小香肠、一碗碗拌了黄油的豌

豆、一碟碟又浓又稠的肉卤和越桔酱”[6]。罗琳在描述霍格

沃茨圣诞聚会的场面时，用了许多叠词来体现宴会的规模宏

大，食物的种类和数量繁多，营造出热闹欢快的宴会场面。

童谣是一种专为儿童创作的诗歌，这类诗歌一般短小精

悍，便于记忆，读起来朗朗上口，利于传诵。我国的许多童

谣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也得益于童谣本身的韵律感

强，传唱度高等特点。

《小老鼠上灯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台。

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谣，最早源于东北地区哄孩

子时，老人哼唱的民谣。其歌词简单易懂，富有童趣。故事

中小老鼠与猫的形象惟妙惟俏。去偷油的小老鼠胆小谨慎，

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可以让孩子感受到音乐中的“轻与弱”，

而当“喵喵喵”的猫声传来时，虽然童谣中没有对于猫外形

的描述，但从小老鼠“叽里咕噜”仓皇滚下台阶来看，此猫

能让孩子很明显的感知到音乐中的“强”。二者在音乐中的

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儿童文学的审美特点

（一）远离成人世界

“儿童读物应属于一个特殊的级别，因为儿童不是缩小

了的成人。”[7]儿童文学的创作并不是将成人文学简单化、

幼稚化、低龄化，而是在给儿童展现真实世界的同时也需远

离成人世界。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可能会是一只兔子、一个布娃

娃，甚至可能是一个少了腿的锡兵玩具。选择动物，植物作

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成人总是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身份出现在儿童面前，这让儿童对于

成人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而动物、植物在儿童面前则是

一种平等或者需要被保护的姿态，可以很快地拉近和读者之

间的距离，消除儿童对于故事内容的陌生感。

远离成人世界并不是对于成人世界闭口不提，相反地，

儿童文学作品常常会借用儿童讽刺成人世界的恶劣品质。如

《皇帝的新装》中，因为骗子的一句“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

到这件衣服”，所有大臣都去阿谀奉承皇帝的新衣实在是太

美了，直到一个小男孩说出了真相：“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

穿呀！”[8]被揭穿的皇帝不仅不觉得羞愧反而更加神气了。

（二）作品本身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作品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位的原则，以儿童为

中心，服务于儿童，以陶冶儿童情操为目的进行创作。如果

说给成年人阅读的作品是先有作品后有读者，那么给儿童阅

读的作品则是先确定受众群体后进行创作，一部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一定是基于儿童的心理特点再进行创作的。

儿童文学的创作不需要主观与客观保持一致，创作者可

以在作品中添加无穷无尽的幻想。比如在《哈利波特》中人

类会分为巫师和“麻瓜”，在《海的女儿》中海底世界住着

漂亮的美人鱼，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兔子洞里藏着另一

个世界，这些作品中精妙绝伦的幻想丰富了儿童的精神世

界，让儿童的心中永葆童真，而这些幻想对于创作者来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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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成年人往往最缺少的便是丰富的想

象力。在见识过现实世界的残酷和冰冷之后，如何创作出有

温度的、充满爱意的作品，对于每个作家来说，都是一场艰

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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