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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童诗丈量梦想
◎方蓉飞

我们有一个童诗团队，有教师 66 人，“童诗”是他们的行走方式。想象是

最丰盛的甘露，“甘露润荷心自清”；赏析是最沁人心脾的琼浆，“琼浆玉液劝我

醉”；创作是最醇美的醍醐，“一瓮醍醐迎我归”。孩子 18000 余人，“童诗”是他

们的诗意童年，“想象”是他们隐形的翅膀，“对话”是他们稚嫩的童声，他们借

“比喻”来表达动人的诗意，他们运用“还原”来体会创作的过程 ……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童诗教育梦想：创造一个个纯真的诗意校园，创设一

门门整合的诗意课程，实践一堂堂独特的诗意课型。在孩子的心田里种下诗意

的太阳，让诗意润泽孩子的童年。

我们满心执着，满腔热情，向着这美丽、优雅、系统、诗性的梦想出发，逐渐

有了自己的“童诗教育思想”：系统、整合、无痕。

我们的童诗教育是一个系统，为此我们开发了系统的教育课程，编写了系

统的校本教材，分第一、二、三学段，儿童诗的教育呈螺旋上升，一脉相承。经过

几轮的教学与实践，我们的孩子在第一学段欣赏兴趣浓厚，诗作虽稚嫩，但“天

然去雕饰”。第二学段，欣赏儿童诗成为孩子的一种习惯，他们常常“主动请

缨”，创作的能力稳步提升，诗作正式发表成为常态。第三学段，欣赏儿童诗成

了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方式，创作的激情不退反进，创作的儿童诗在数量上、质

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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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童诗教育目标是整合的。童诗教育有一大误区：认为教学的目标就

是培养小诗人。其实不然，它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整合的，不仅仅为培养小

诗人而教，也不仅仅为追求正式发表儿童诗而学。创作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

更多的是教给孩子思考的方式，诗意滋养、诗意熏陶、诗意浸润、诗意栖居才是

核心的追求。我们笃信朱光潜先生的话：“一个人若只是喜欢读小说、戏剧而不

喜欢读诗歌，那么这个人的审美能力必然低下，他也必然难以发现小说中写得

最妙的地方。因为任何一门艺术，其最精妙的地方都是富有诗性精神的。”儿童

诗的教学就是要引领学生感受“诗性精神”，使他们能向往“诗性精神”。

我们认为，一个经常赏析儿童诗的孩子，也许他不会创作，或者创作的童

诗不够成熟。但是他的心中一定充盈着创造的旋律，他的眼里一定满是春暖花

开、云淡风轻，他的耳中一定时常响起鸟鸣虫啾、落叶私语，他的生活会围上一

圈美丽的诗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学生的要求并非是一刀切的：对有能力创作的孩子，

教师鼓励他们运用合适的技巧尝试创作；而对于稍有困难的学生，则不强求创

作，只要他们能浸润在诗意中就好。

对童诗技巧的指导应是无痕的。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他们的语言天然得如

同一首精美的小诗，他们的想象丰富、夸张、绮丽，他们的思维空灵、跳跃、创新，

他们的血液里闪耀着诗性的光芒。教师在诗教过程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顺

势而为，呵护孩子诗性的语言，呵护孩子绮丽的想象，呵护孩子创新的思维，一

句话，呵护孩子诗性的光芒。

在孩子富有“诗性精神”、向往“诗性精神”的基础上，教师要做的第二件事

情才是无痕、有趣、有序地教给孩子一些儿童诗赏析与创作的技巧。诗的技巧

要服务于诗的内容、思想、情感。千万不能让它们成为“诗意技巧”的奴隶。切

忌让孩子“戴着镣铐写诗”。孩子们对技巧的学习，要积累、内化，不宜生搬硬

套，东施效颦。

在“系统、整合、无痕”的童诗教育思想统领下，我们提炼了 18 种可操作的

创作方法。

在每一种创作方法里，我们对“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而又科学艺术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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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想象”，在“总起部分”，首先深入浅出地描述：“没有轻盈的翅膀，小鸟就

不能翱翔；没有自由的想象，儿童诗就不能飞翔。儿童诗写作，关键要开启孩子

的想象之闸。孩子跟成人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夸张的想象力。而且

年龄越小，他们的想象力越丰富、越奇特。”这里，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阐述了想象在儿童诗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真实地描述了儿童想象的独有�

特点。

接着，在分述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科学地渗透了“无意想象”“再造想

象”“创造想象”的概念。这概念因为渗透在具体的章节中，因而不枯燥、不深

奥、不独立。

糅合着概念的阐述，分述的章节中，或是对经典儿童诗的赏析，或是真实呈

现教学设计，或娓娓道来教育叙事 ……

我们从实践操作层面，完整地个性地对各种创作方法进行了一次次精彩的

演绎。相信教师、家长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创作方法，相信孩子们能运用这

些创作方法发现儿童诗的美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教学设计，都建议了适用学段，这是指我们的

实践而言的，只指一般情况，教师、家长、孩子在运用时可以视自己的实际情况�

而定。

这 18 种创作方法是我们童诗教育智慧的集中体现。这教育智慧蕴藏在教

师的课堂实录里、教学设计中，在教师自己创作的童诗作品里，在教师娓娓道来

的教育叙事中；这教育智慧展现在学生的童诗作品中，在学生的小小评论里，在

学生的学习心得里 ……

一种种“创作方法”伴随着诗教之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现在我们

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采撷下来，奉献给大家。

我们的教育梦想，虽然如星辰般遥远；

我们的教育思想，虽然如含苞的花朵般稚嫩；

我们的教育智慧，虽然如珍珠般尚需磨砺；

但是，我们怀揣着教育梦想，一路走向远方。

我们坚守着教育思想，静静等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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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集聚着教育智慧，期待它熠熠闪光，以自己的方式追逐光亮。

张晓楠有一首诗《小树有自己的方式》：

树叶落了／树叶落了／这是小树，撒下的／一只又一只脚印／不要说小树／�

不能行走／小树以自己的方式／丈量梦想

我们就像那小树，用童诗丈量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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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讲

想象，插上隐形的翅膀

没有轻盈的翅膀，小鸟就不能飞翔；没有自由的想象，儿童诗就灵动不起来。

儿童诗写作，关键要开启孩子的想象之闸。孩子跟成人相比，最大的优势

是拥有丰富、夸张的想象力，而且年龄越小，他们的想象力越丰富、越奇特。

特别是第一学段的孩子，看到自由自在飘浮的白云，会浮想联翩，一会儿觉

得白云像可爱的小白兔，一会儿又觉得白云像静静吃草的小绵羊；高兴的时候

觉得白云像甜滋滋的棉花糖，伤心的时候又认为白云像吸满泪水的白手绢。

第二学段的孩子喜欢观察动物、植物。春天，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停在电

线杆上，他们觉得燕子就像春天的音符，燕子的尾巴像极了灵巧的小剪刀；柳树

发芽了，那鹅黄的星星点点，就像春天好奇的眼睛，欣欣然看着春回大地的美丽

景色。

到了第三学段，他们逐渐学会了思辨，想象也随之有了思辨的色彩。他们

悠闲地审视人与自然，有一位小诗人写下了《鱼的眼泪》：

鱼的眼泪

石盼盼

爸爸说：水里的泡泡是鱼吹的。

妈妈说：水里的泡泡是鱼玩的。

我说：水里的泡泡是鱼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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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爸的眼里，水里的泡泡当然是鱼吹出来的；在妈妈的眼里，水里的泡

泡是鱼玩出来的；而在小诗人的眼里，水里的泡泡却是鱼的眼泪，这想象多么奇

特，多么深沉，又多么富有内涵啊！人类为了自己的悠闲、快乐，把鱼儿饲养在

狭小的鱼缸里以供观赏，鱼儿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孤独的泪水；人类肆意破坏环

境，使鱼儿只能在污水中生活，它不由自主地留下了痛苦的泪水；人类贪婪地捕

杀鱼儿，鱼儿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亲情，它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要鼓励儿童天马行空地自由想象，依靠想象这双隐形的翅膀，自由飞翔，这

样他们才能写出妙趣横生的儿童诗作品来。

唤醒原生态的无意想象

孩子跟成人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拥有绮丽、大胆、夸张的想象力，而且年龄

越小的孩子，想象力越丰富、越奇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理性思维日渐成

熟，想象力却慢慢退化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方面，即孩

子的想象力在通常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压抑的沉睡状态，要真正唤醒它，使它活

跃起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根据想象产生的条件、有无目的性和自觉性，想象可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

想象两大类。

孩子，特别是第一学段的孩子，喜欢仰望星空，看到自由自在的白云，会产

生无拘无束的想象；喜欢俯瞰大地，看到各种形状的山石，会产生有情有趣的想

象。他们的生活中充盈着无意想象。无意想象，又叫随意想象，是指没有预定

的目的，常常是在意识减弱时，在某种刺激下，不由自主地在头脑中出现一些新

形象的想象过程。它常由客观事物的某些外形特征所引起。比如，抬头看见天

上的白云或远处的山石，就将它们想象成某种动物或人的样子。

我们在引领孩子翱翔于儿童诗诗意的天空时，要特别注意唤醒孩子原生态

的无意想象，并在实践中使这些想象适度提升，自然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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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风中有朵飘浮的云

适用学段：第一学段

【教学目标】

1. 激发学生欣赏儿童诗的兴趣。

2. 培养学生丰富、夸张的想象力，展示学生儿童诗创作的思维过程。

3. 学会用想象创作一首或几首儿童诗，能够对同学写的儿童诗做出初步的

评价。

【教学过程】

一、…唤醒无意想象，激发兴趣

师：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看天边飘浮的云吧！瞧，晴朗的天空，飘过来了一朵

洁白的云。你觉得这朵飘浮的云像什么？（出示图片）

生 1：天边飘浮的云像一只温柔的小绵羊。

生 2：天边飘浮的云像一只威风凛凛的狗。

生 3：天边飘浮的云真的很像一朵巨大的蘑菇！

二、…诗意吟诵佳作，诗化想象

（一）  吟诵经典

师：那么在诗人的眼里，云又像什么呢？请欣赏儿童诗作家金波的《云》：

云

金  波

蓝天蓝，像大海，� 不装鱼，

白云白，像帆船。� 不装虾，

云在天上走，� 装的都是小雨点。

好像海里漂帆船。� 雨点，雨点，

帆船，帆船，� 请你快下来，

你装的什么？� 帮我浇菜园。

走得这样慢。



006 

儿
童
诗
的
欣
赏
与
教
学

用
童
诗
丈
量
梦
想

1. 诗意吟诵

（1）�教师示范朗诵。

（2）�抽生吟诵。

师：多美的诗啊！学着老师的样子大声地读读吧！等一会儿我请几个勇敢

的同学把这首诗美美地读给大家听。

预设 1：引领朗读。听了你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白的

云朵，就像是大海里漂着的帆船。

预设 2：突破难点。“帆船，帆船，你装的什么？走得这样慢。”这句话你读

得真好呀！其实，帆船指的是天上的 ——（白云）。对呀，诗人其实是在问白

云，你装了什么，所以走得这样慢。

那么白云是怎么回答的呢？引读 ——“不装鱼，不装虾，装的都是小�

雨点。”原来白云里面装满了可爱的小雨点。

（3）�配乐吟诵：配上动听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美美的诗吧！

2. 想象画面

师：你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让我们一起想象：读着读着，我们仿佛

看到了，蓝蓝的天上飘浮着白白的 ——（云朵），一朵朵白云就像 ——（一艘艘

帆船），在大海里航行。帆船开得 ——（很慢很慢），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是鱼

和虾，而是可爱的 ——（小雨点）。这真是一幅色彩鲜艳的画！

生：蓝蓝的天空，就像美丽的大海。一朵朵白云就像白色的帆船，在大海

里航行。帆船开得很慢很慢，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是鱼和虾，而是可爱的小�

雨点。

3. 提升想象

（二）  阅读同龄人习作

刚才，我们欣赏了金波写的《云》，有些小朋友也学着创作了儿童诗《云》，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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