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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实践性教学内容的构建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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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教育是基于心灵与情感的审美活动，儿童文学教育教学更是成年人与儿童在审美领域的生命交流。儿童文学是

高等师范院校的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课程特性和功能性是实践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有效的实践性教学策略对于提高

儿童文学的整体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要向学生讲授基本原理、介绍重要作家作品，而且要科学设置实践性

教学内容，还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并且生成理念、贯通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对儿童作品审美特

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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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助创作整合差异、生成素养

高等院校的课程教学多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儿童

文学也是如此。但与一般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

学不同，儿童文学教学中要克服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

和实践的差异，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克服成人与儿童在生理年

龄、审美意识与情感心理上的隔膜，实现成人与儿童心理的超

越与整合，让学生涵养并生成儿童本位的观念。而要实现这种

整合、内化这种涵养，儿童文学创作无疑是最佳的实践方式。

儿童文学创作也是放置在儿童文学基本原理中来讲授的，

其重心是了解儿童文学创作的一般过程及其特殊性。其实，

儿童文学文基本特征、审美特点等相似，这种一般过程的理

解在成人文学创作理解上进行，相对容易。但要学生从创作

主体层面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实

现双向自由出入。因此，在讲述儿童文学创作中，要尽量压

缩理论讲述的内容，对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审美心理与成人

审美心理的融构、艺术表现儿童视角的贯通等至为关键，应

给予点化，应该腾出更多的课时与空间让学生自主进行创作。

只有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让学生或回忆童年、再现儿时生活、

或对传统题材进行加工改造、充分发挥自己的联想与想象，

调动学生情感与创意、放飞心灵与念想，进行具体多样、丰富

多彩的儿童文学创作。只有全身心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

学生才能全面获得儿童心理意识、情感的体验，才能自觉意识

到自我与儿童之间的差异，并实现这种差异的有机调控。

二、强化阅读实践的基础性地位

文学教育是基于心灵与情感的审美活动，儿童文学教育

教学更是“成年人与儿童在审美领域的生命交流”，要实现这

种交流，就需要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科学处理儿童文学基本

原理的认识、理解和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欣赏等实践性内容之

间的有机关联；就是要将理论知识的讲授建基于儿童文学阅

读实践的同时，将阅读实践渗透在儿童文学基本原理与基本

知识学习的有序推进中。

理论是实践的概括与抽象，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与源头。

儿童文学基本原理是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文

学原理与美学原理的基础上，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与

认知并非艰难与不易，但对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认同则是一

个极为不易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时代、文

化审美、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而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强

化阅读与欣赏等实践性内容的构成，强化其对儿童文学基本

原理认知和理解的基础性存在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丰富课外实践性内容的设置

儿童文学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在语

文教师、特别是小学语文师资的培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与意义。它在引导学生亲和童心童性、认同童年人格、会心

儿童的思想情感、意识念想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更是其它

课程所无法企及的。但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课

堂教学，但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性让其有许多的局限，于是

课外的补足与丰富、充实与发展就成了其需要的重要内容。

这种丰富与补足，除了上面所说的作品阅读外，还可以是名

着的编导、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实践、自我的课程学习评价

与反思等。

与这种课外学习空间的拓展相关，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

将儿童文学的学习与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进行应有的对接。儿

童文学不仅仅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小学语文教

育的重要依托。早在“五四”时期，我国的“小学国语课、

幼儿师范、普通师范文科专业重视儿童文学已蔚然成风。”

可以说，在儿童文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对小学生儿童文

学阅读的种类、数量、内容、时间、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

不仅是儿童文学实践性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涉及到儿童文学

价值根基的建立。当然，除了这种调研外，还可以对小学语

文教学的相关内容与儿童文学的关联进行思考与辨析，将儿

童文学的阅读推广与社区文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进行有

机统一。

在儿童文学学习中，学习反思是学生自我构型的一种重

要内容。儿童文学学习，旨在引导学生在儿童审美心理和成

人审美心理之间生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反思则是这种状态

的有效调控与直面，在认知活动中有着元认知的特性。其价

值不仅在于学生的学习，更对教师教学、课程建设等方面都

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M］. 石家庄：河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1987：26.

［2］李召存。教学中主体参与的有效性分析［J］. 中国

教育学刊，2000（5）：26- 28.
［3］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 重庆：重庆

出版社，2004：555.
［5］蒋风。儿童文学原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