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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师生儿童文学素养的提升 
◆刘  芳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655000） 

 
摘要：儿童文学鉴赏是建立在阅读儿童文学基础上的欣赏活动,针对幼师

学生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教师在教学中应着重培养学生鉴赏儿童文学

作品的能力, 鉴赏作品时,应引导他们品味作品的童趣，激发美感，引起
共鸣,在其审美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促进文学

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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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的文学活动中，受其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的影响，幼
儿选择和欣赏作品有很大局限。幼儿教师当之无愧的成了幼儿文
学最重要的传播者，并掌控着整个文学欣赏的过程，其文学素养
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幼儿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作为一名合格的幼
师学生，一名能胜任现代幼儿教育的教师，在文学知识的掌握层
而，应该具有广阔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并善于在阅读中主动培
养和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儿童观；在文学知识的分析运用层面，
应该具有良好的儿童文学的审美鉴赏和必要的改编、创作能力；
在语言教学技能的层面，应该具有儿童文学朗读、讲述、表演、
指导以及组织教学的能力；在幼儿的文学“阅读”活动中能胜任
“点灯”的责任。幼师班的儿童文学教学只有重视以上几个层面
的协调培养和提高，才能为幼师学生奠定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儿
童文学素养，从而为其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鼓励阅读经典，拓展题材范围，扩大幼师生的文学视野 
经典的儿童文学凝聚着语言的音韵美、色彩美、意境美，其

语言养分能大大提高幼师学生言语品位的高度、深度和美度。儿
童文学教师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静下心来进行经典阅读，并且
要拓展阅读题材范围。不同风格的作品或质朴生动,或优美抒情，
或诙谐风趣，使得儿童文学园地万紫千红。如诗歌短小凝练，散
文优美抒情，童话和故事情节生动曲折等等。拓展题材应跨越国
界，文学精品属于整个世界，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语言，有着他
们特殊的韵味，应广泛接受来自异域他乡的作品，让幼儿体验其
独特魅力。拓展题材还须纵横古今，文学的瑰丽不会随时间的流
逝而减弱，一些老作品迄今仍散发着浓郁的美。  

二、加强文学作品欣赏，重视审美品位的提升，促进教学能
力的提高。 

幼师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应重视培养学生组织教学活动的
能力。要避免幼师学生再现作品时审美品质的弱化以及由此带来
的对幼儿文学的审美传达和审美接受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在儿童
文学教学中努力提高幼师学生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的审美品
位和审美能力。 

儿童文学作品欣赏应由对作品的理性分析转为运用直接思
维，强调感受、意会、体悟。作品必须慢慢地反复品味，才能沉
浸在它的音韵及想象之中。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就要重视激发学
生不断感受和体验儿童文学作品中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引人入
胜的意境、精炼生动的语句和强烈感人的意义，要引领学生在对
比中体现形象美、在想象中拓展意境美、在推敲中欣赏语言美、
在诵读中体验情感美，要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对幼儿
接受能力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通过有机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富
有表现力的朗读、讲述、解说、表演等再创作的能力。如朗读作
品时，要有抑扬顿挫的语气语调、要融入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大方
自然的体态语言，从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培养学生的审美品
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此，在教学中我结合教学内容开展
了相应的实践活动。如:结合儿童文学基础理论指导学生开展“幼
儿文学模拟教学”活动；结合儿歌教学指导学生开展“创意儿歌
表演”活动，结合童话、儿童故事指导学生开展“讲故事”、“故
事表演”活动；结合儿童戏剧指导学生开展“童话剧排演”活动
等等。在以上活动中，我先示范表演，然后让学生上台表演，并
要求学生把艺术融会贯通到表演中，这不仅提高了学生对儿童文
学的鉴赏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组织活动的实践能力。实践活
动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形态转化为教育形态，这样既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又能促进学生学习态度和学
习方式由被动、单一、封闭、个体向主动、丰富、开放、合作的
方面转变。 

三、激发想象，重视创新品质的历练，促进主动发展意识的
养成。 

儿童文学教学要重视幼师专业发展理念的渗透，将培养创造
型、发展型幼儿教师作为培养目标。教学中，教师要创设平台和
机会，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发展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
力和创新能力。所以，我在课堂上把那些最有实用价值的、带有
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最经济便捷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而把更多的时
间留给学生，让每个人多一些实践的机会。如：在教学中我讲解
完一篇作品后就鼓励学生独立创编或改编相应的儿童文学作品
并排练表演，结合表演内容设计舞台服装、道具、化装，选择、
编辑配乐等等。 

儿童文学课程是一门职业技能课，需经过课堂基础讲授、示
范模拟、实践创作和课外拓展训练等教学程序，才能完成教学任
务。除了常规教学外，我还根据幼师学生的职业特点，组织全体
学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课外实践训练活动：举办儿歌创编和朗诵
比赛、儿童故事讲述比赛、儿童剧创编表演比赛，小品表演赛、
儿童节目主持人比赛等活动。多管齐下，保证儿童文学的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师生的业余精神生活，增
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同时还提高了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和语
言表达能力；这些活动的开展，既抓住了“点”，又带动了“面”，
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学习儿童文学的积极性；这些活动既独立成
章又综合协调了学生创、编、导的能力，这将成为幼儿教师不断
给予幼儿新鲜的刺激和引导、培养幼儿想象力、创造力的源泉。 

幼儿文学由于是面向 0－6 岁的学龄前儿童服务的文学，有
时会被人戏称为“小儿科”，就是学习这门课的幼师学生也会心
存轻视，因此，在有限的教学单元和教学实践中，调动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和加强学生的文学素养，是每一个儿童文学
教学工作者都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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