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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童心——浅谈小学语文的儿童文学教学 
◆申韩滨 

（广州市荔湾区宝源小学） 

 
摘要：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有相同的服务对

象——学生和儿童，相似的功能——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因此儿童文

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符合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

文性统一的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和对儿童

文学的鉴赏力、判断力，具有儿童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才能带领孩子阅读、欣赏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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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学教育能够促进儿童语言文字发展和心理成长 
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对“语文”提出的界定：“语文是

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统—，是语文的基本特点。”语文教育教学重视工具性和人文
性二者的统一，这就对教师正确处理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之
间的关系提出了标准和要求。 

儿童文学是指根据儿童的成长和心理需要，专为儿童创作或
改编，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儿童对文学的需要是一种天性，
儿童文学是发自儿童性灵的文学。儿童文学伴随着孩子长大，从
听父母讲故事开始，儿童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主动接近不同的文
学作品。小学语文通过儿童文学教学，教师可以贴近孩子，走向
儿童的心灵世界。 

从儿童文学的构成来看，既有进入语文课本的儿童文学作
品，也有相关的课外读物。总体看，儿童文学包括童话、寓言、
成语故事、神话故事、中外历史故事、中外各民族民间故事等，
诗歌、散文、长篇文学名著、当代文学作品、科普科幻读物等。 

1．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 
儿童文学是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需要而创作

的文学。从语言和文字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儿童文学和小学
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小学语文
教材中有相当比例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品
德、社会道德的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内容，这也是小学语文教育的
重要目标。学生通过接触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汲取儿童文学丰
盈的教育养分，培养良好的语感，掌握基本的文字和语法，不断
形成成熟的语言能力，为一生的语言文字发展打下根基。 

2．儿童文学符合小学语文学习心理 
儿童文学是能为儿童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儿童阅读

儿童文学，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儿童文学适应儿童的年龄
特点，适应他们的智力兴趣爱好，儿童的语言发展、情感、想象、
自我意识等。儿童文学教育既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出发点，也是目
标，科学处理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学的关系能够让我们进一步
增加对儿童心理、情感的了解和尊重。 

二、小学语文教学如何开展儿童文学教育 
1.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 
儿童文学素养对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意味着：她拥有了一条走

进儿童心灵的小径。她会带领学生快乐地走进《电车学校》，在
闪烁着人性永恒的美的世界里和《窗边的小豆豆》一同成长，她
会让孩子们走进《巨人的花园》和那个孤独的巨人握手，去感悟
友爱，善良，助人为乐……一个具有儿童文学素养的老师，朗诵
教材的眼光也必有独到之处，能从儿童文学作品的文体特点出
发，顺着作品的“肌理”去读。对于选入教材的儿童文学作品的
浓缩版或者节选版，因为具有背景知识和前提，哪怕是剩下几缕
枯干的枝，教师也有办法让它长成枝叶婆娑、摇曳多姿的大树。
而没有儿童文学素养的教师，解读时容易瞎子摸象，犯以偏概全
的毛病，甚至曲解作品的原意。所以，一个语文教师应该热爱和

熟悉儿童文学，，具备带领孩子阅读、欣赏儿童文学的能力和素
养，在大量的儿童文学阅读和教学实践中，提高自己对儿童文学
的鉴赏力、判断力，提高自己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审美
鉴赏能力。 

2.教师应该具备儿童文学的教学策略 
（1）保持作品的新鲜感与完整性，培养学生的欣赏乐趣。 
教师在儿童文学阅读的教学过程中，不要嵌入过多的问题，

不要穿插过多的训练，而是在学生充分感受、把握了文学作品的
全局之后，再展开和延伸教学内容或许更合适。因为读文章不像
看画，不可以即时将作品的全局一览无余。儿童熟悉文章的内容，
进入文章的情感、意蕴层面必须反复读，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
这种时间的深度恰恰是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比如《丑
小鸭》课文的教学，可以在一开始呈现那只美丽的白天鹅，欣赏
完后，提出：“又小又丑的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可不是
件容易的事，丑小鸭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由此问题出发，让
学生自己去体会丑小鸭变天鹅的艰辛，一条主线，清晰明朗。所
以，教师不用刻意地设计“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环环相扣、起
承转合、一唱三叹”的过度推敲的课堂结构。一堂精致的儿童文
学课堂，问题转换、环节切换越频繁，导语牵引越多，学生的智
慧与精力消耗就越大，学生自主阅读、感受、思考的时间就越少。
所以，与那些侧重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文章的教学相比，
我们建议儿童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不要节省时间，而是要浪费时
间”。 

（2）注重挖掘文本独特性，让作品欣赏有创意。 
面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文本时，教师的话题讨论，不要老是问

这样的问题：文章写了什么？怎样分层呢？哪里是你最感动的句
子？而是要多方位、多角度进入文本的问题。比如说《雪孩子》
一课，是一篇蕴涵思想性、知识性的优秀童话，如果从孩子的角
度解读，这篇课文可以有另一番趣味。比如这篇童话除了小白兔
一家是明显的拟人外，对本不能动弹的“雪孩子”也赋予了“动”
的能力。雪孩子在篇末化成了白云，孩子会为“雪孩子”的舍己
为人所感动，为明年还能看到雪孩子而高兴。所以教师在设计问
题讨论时，应更多样化，更贴进孩子一点。如可以让学生在体会
童话的幻想上下工夫，逆向提问让学生思考：“课文中的雪孩子
如果不会动会怎么样呢?”也可以让学生回答：“你觉得课文有哪
些奇妙之处?”或者“雪孩子都有哪些特点?”让学生从“雪孩子”
的身体、行动、心理等方面作略带拓展的思考。另外，由于篇幅
的限制，课文中删掉了原来童话中的大量细节，如小白兔和雪孩
子一起玩的细节，雪孩子变成云飞到空中的细节，教师在时间允
许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通过想象先补充这两个细节，再把原文
读给学生听。这也是增加童话教学趣味性的一种方式。 

3.教师应该注重挖掘教材，让课堂教学举一反三 
（1）依据同一主题，进行多元开发 
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通常每一单元的课文都有一个共同

的主题，其开发空间非常广阔。因此，教师在实施群文阅读时，
不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多元开发。首先以教材的单元主题为基
准，在整合教材的同时对教材进行补充，使得学生对该单元的话
题产生多角度、全方位的认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在知识教
育的同时也全方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例如，在学习《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时，不仅要结合同一单
元的《记金华的双龙洞》、《七月的天山》这几篇课文对祖国美景
进行赞扬，同时还要围绕祖国美景这一主题进行素材开发，补充
《黄山记》、《壶口瀑布》、《石林》这三篇文章，学生对其进行赏
析，体会祖国河山壮丽、风景秀丽之美，从而激发学生对自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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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保护观念和意识。 
（2）依据同一作者，进行素材开发 
名家的各篇名作常常分散于不同阶段语文教材中，学生对作

者的了解通常零散而片面，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而完整的映像，导
致知识体系的建立也存在缺陷。依据同一作者开发素材，将其代
表作品进行整合，通过对同一作者的文章进行群文阅读，方便学
生了解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感受作者的写作风格，使名家的精
神光辉照耀学生成长之路。 

例如，在学习李白的诗歌《静夜思》时，补充李白《春夜洛
城闻笛》、《望庐山瀑布》和《赠汪伦》这几首诗进行群文阅读，
对比《春夜洛城闻笛》和《静夜思》都是抒发作者对故乡的思念
之情，在表达方式上有什么差异；体会《望庐山瀑布》中作者磅
礴大气的语言风格，感受《赠汪伦》中作者抒发亲友离别之情和
思念之情的异同。 

（3）依据同一体裁，进行素材开发 
有学者曾说：“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

可见美育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统一体裁的文章之间既具备相同
点，又各有千秋，将统一体裁的素材进行开发，不仅能提高学生
的阅读速度，拓展其阅读量，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
审美观。教师应高度重视对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通过对“同
体裁”的文章进行群文阅读，培养学生对自然、社会、人生美的
感受、理解和鉴赏能力，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美好高尚的情
操和审美素养。例如，在学习《秦兵马俑》这篇课文时，补充同
类型文章《卢沟桥》，使学生在群文阅读的过程中学习同类型文
章的写作策略，帮助学生积累写作材料。 

4.教师要用好语文教材和课外读物，开发儿童文学资源。 
教师还可以大胆把教材外的儿童文学作品引入课堂。比如在

教学《妈妈的帐单》时，当彼得因为帮妈妈做了事后向妈妈索要
报酬，而这时妈妈出示的这份帐单却让彼得看到了母爱的无私与
无价。为了让学生能更深切地体会母爱的无声与伟大，教师可以
在教学时引入绘本《爱心树》，将母亲化为一棵树，通过小男孩
对树的无止尽的索求和树对小男孩无私的奉献，形成强烈地对
比，也给孩子强有力的感情冲击。当欣赏完绘本后，许多孩子流
下了眼泪。相信不用教师多说，“母爱”两个字已深深地印在孩
子们的心中，这种直观的体会远比教师在原地无休止地进行教材
讲析效果来的好。所以说，教材教学多为学生提供语文学习方式

方面的指导，教材学习主要在于习得方法，感悟规律。建议去掉
繁琐的课文分析，去掉枯燥无益的语文作业。因此，在精讲教材
时，抽出时间补充一些相关的课外儿童文学，可以丰富学生对作
品的把握，体悟作品的各种形象，获得精神的力量。 

5.教师要尊重儿童的独特理解，引导学生的语言生长。 
学生语言能力的成长依赖于学生情感的体验。不少课堂上，

教师往往满足于展示个人对文本的理解，然后生拉硬拽地让学生
达到教师理解的深度，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真正成功的课堂，应
该是学生在文本阅读中经历酣畅的情感体验和成长的同时，获得
语言发展。儿童文学作品为学生喜闻乐见，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
程中，学生往往有比较活跃的思维和情感体验，教师应该善于体
察并尊重和引导。因为学生情感的共鸣点一般就是语言的生长
点，所谓“情动于衷而发于外”。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内涵非常丰
富，以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为例，作为老师，我们
应该完整、多面地理解文章主旨：环保、守信、友谊、跨越生死
的爱恋……在教学时我们应该鼓励孩子“说来听听”，尊重孩子
富有童心童趣，视角独特的见解，自由讨论后老师可以强调某一
种价值判断，但应避免主题先行。 

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学是一对亲密的伙伴，其实他们的相
遇是一种必然，它们携手的意义其实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要多
得多。用儿童文学的视野来考察小学语文教学，将给小学语文教
学带来很多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以前一直没有处理
好的问题。小学语文教学中真正发现“儿童”，真正认识“文学”
教育的意义，处理好文学教育和语言教学的关系，其实都要从认
识它们的关系开始，这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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