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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教材为《学前儿童文学》的修订版，立足幼儿师范院校学前儿童文

学的教学实际，从最新课程设置出发，结合当代学前儿童文学的特点与

学前儿童的生长和认知特点，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鉴赏，再到婴幼儿

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

作训练为提高，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的特色。另

外，本教材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理念，引导学生有选择地阅读、鉴

赏、创编学前儿童文学作品，还提供了“自主阅读”板块，可由教师启发学

生有选择地赏析。

本教材可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

和进修的培训教材。



总　　序

１９０３年是中国人独立设置幼稚园的开端，为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幼儿师范教育也走上中国教育

的大舞台。幼儿师范教育诞生初期，师资、课程、教材均仰给于国外，但前辈幼师人从未停止过中国

化、科学化幼师教育的探索，他们的不懈努力成为我们今天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后，幼儿师范教育获得了新生，一批独立设置的幼儿师范学校逐步成为培养幼儿教

师的基地，特别是《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颁布，使新生的幼师教育在课程和教材领域开始走向规

范化。经历了“文革”大风暴之后，幼儿师范教育再次焕发青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审

定并出版了全国幼儿师范学校通用教材和培训教材，为恢复和发展幼儿师范教育，规范幼教师资培

养、培训规格和标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前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幼教师资学历层次上移成为大趋势，幼儿

师范教育也基本完成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大部分三年制幼儿师范学校或改为五年制，或并

入高师设置学前教育系，原有的教材体系已不能适应办学要求，适应专科层次幼儿师范教育新发展的

教材体系成为“空白点”。正是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使得相当一部分学校只能沿用旧教材，或选择高师

本科教材，甚至采用小学教育专业或高中教材，而这显然不符合幼儿师范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培养

目标。教材问题成为制约幼儿师范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一个“瓶颈”。

教材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本工具。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教材功能的认识

已发生深刻变革，教材不是“规范”和“控制”教学的工具，“为教学服务”是对其根本功能的重新定位。

教材既承载知识和技能，更渗透思维方法的给予、认知结构的优化、实践能力的形成和创新精神的培

养，在幼儿师范教育实现大专化的进程中，适时编写出版一套代表学前教育发展方向、体现幼教新理

念、新思维和反映课程改革新成果的幼师系列教材，无疑将会为新时代的幼儿师范教育注入新的

活力。

２００３年，正值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庆典，一批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幼儿师范教育工作者，共聚上海，

商讨教材建设问题，并达成编写五年制幼师新教材的意向。２００４年，这一意向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有

关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并得到国家教育部师范司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近三十所高师学前教

育系、幼儿师范学校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再一次聚会上海，在研讨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新

教材的编写工作。

２００５年夏，第一批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我们希望这一套教材的出版，能成为新世纪为探索幼儿师范

教育中国化、科学化，并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一次有益尝试。课程改革，教材先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

与和重视幼儿师范教育，有更多的新教材问世，使我们的教材体系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为幼师教育改革与

发展，为中国幼教事业走向辉煌增色添彩。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

２００５年６月



二 版 前 言

本教材是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编写的一部教材。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广泛吸取教材使用

者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本教材。第二版教材特色如下：

１．根据时代需求，在原幼儿文学的教学基础上，适当往前延伸，补充一定数量的０—３岁婴儿文学

内容，使之成为“学前儿童文学”。同时，增加婴幼儿图画书的作品鉴赏，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目前，

婴儿文学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创作作品和专门刊物较少。教材编者力图糅合、展示相关内容，具有一

定的新意。随着早期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幼儿教师应当具有相关知识与能力。

２．本教材以婴幼儿文学和婴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鉴赏，再到

婴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

机结合，互为补充，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特色。

３．教材编写力图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理念，引导学生有选择地阅读、鉴赏、创编适合学前儿

童需求的作品，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体现对学生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的培养，体现文学培养人、

感染人的终极目标。教材还提供了“自主阅读”板块，教学中可由教师启发学生选择性地分析、鉴赏和

运用。

４．本教材选文中力求实现四个统一：经典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与多元性统一，倾向性与艺术

性统一，针对性与实用性统一。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尽量突出教材的特色与个性。

本教材由四川成都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成都幼师）李莹、肖育林主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家

韦苇教授主审。参加编写的主要是在幼儿师范院校从事专业教学的富有经验的第一线教师。主要参

编单位有：四川成都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山东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四川隆

昌幼儿师范学校、辽宁沈阳艺术师范学校、宁夏幼儿师范学校、河北石家庄幼儿师范学校、山东潍坊幼

教特教师范学校。编写人员有：李忻（第一章第一、二节），肖红（第一章第三节），周思缔（第二章），王

丽红（第三章），孔稚凤（第四章第一、二节），肖育林（第四章第二、三节），张英（第五章），秦青（第六

章），朱素蓉（第七章），李莹（第八章），任翠荣、谭云鹏（第九章）。全书由李莹和肖育林统稿，韦苇

审定。

本书参考、借鉴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著述以及各省幼儿园教材的部分作品，在此表示感谢。

其中部分作品的著作权人未能联系上，此部分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著作权人看到后与出版社

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同时，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由于编者的水平和占有

资源有限，难免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６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００１　　　　

目　　录

第一章　学前儿童文学基本理论 ００１…………………………………………………………………………………

第一节　学前儿童文学概说 ００１…………………………………………………………………………………

第二节　婴幼儿的年龄特征 ００２…………………………………………………………………………………

一、婴幼儿的生理特征 ００２……………………………………………………………………………

二、婴幼儿的心理特征 ００３……………………………………………………………………………

三、婴幼儿的语言特征 ００４……………………………………………………………………………

第三节　学前儿童文学的特点 ００５………………………………………………………………………………

一、学前儿童文学的文体特点 ００５……………………………………………………………………

二、学前儿童文学的婴幼儿特点 ００６…………………………………………………………………

三、学前儿童文学的审美特点 ００７……………………………………………………………………

第四节　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 ００８………………………………………………………………………………

一、外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００８…………………………………………………………………

二、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０１２…………………………………………………………………

第二章　儿歌 ０１７………………………………………………………………………………………………………

第一节　儿歌概说 ０１７……………………………………………………………………………………………

一、儿歌的含义和功能 ０１７……………………………………………………………………………

二、儿歌的起源和发展 ０１７……………………………………………………………………………

三、儿歌的主要特点 ０１８………………………………………………………………………………

四、儿歌的分类和特殊艺术形式 ０２１…………………………………………………………………

第二节　儿歌鉴赏 ０２６……………………………………………………………………………………………

第三节　儿歌创作 ０４２……………………………………………………………………………………………

一、贴近幼儿生活，贵在率真自然 ０４３…………………………………………………………………

二、既要有浓郁的儿歌味，又要将儿歌当诗写 ０４４……………………………………………………

三、变换视角，避免雷同 ０４５……………………………………………………………………………

四、向传统儿歌学习———旧瓶装新酒 ０４６……………………………………………………………

五、反复修改，去粗取精 ０４６……………………………………………………………………………

第三章　幼儿诗 ０５０……………………………………………………………………………………………………

第一节　幼儿诗概说 ０５０…………………………………………………………………………………………

一、什么是幼儿诗及幼儿诗的发展 ０５０………………………………………………………………

二、幼儿诗与儿歌的异同 ０５１…………………………………………………………………………

三、幼儿诗的艺术特征 ０５３……………………………………………………………………………



００２　　　　 学前儿童文学

四、幼儿诗的类别 ０５６…………………………………………………………………………………

第二节　幼儿诗鉴赏 ０６０…………………………………………………………………………………………

第三节　幼儿诗的创作 ０７２………………………………………………………………………………………

一、幼儿诗创作的原则 ０７２……………………………………………………………………………

二、幼儿诗的写法 ０７３…………………………………………………………………………………

三、幼儿诗的写作格式 ０７８……………………………………………………………………………

第四章　婴幼儿童话 ０８１………………………………………………………………………………………………

第一节　童话概说 ０８１……………………………………………………………………………………………

一、童话的概念 ０８１……………………………………………………………………………………

二、童话的源流 ０８２……………………………………………………………………………………

三、童话的基本特征 ０８３………………………………………………………………………………

四、童话的文学特征 ０８４………………………………………………………………………………

五、童话的表现手法 ０８６………………………………………………………………………………

六、童话的分类 ０８７……………………………………………………………………………………

第二节　婴幼儿童话的鉴赏 ０８７…………………………………………………………………………………

第三节　婴幼儿童话的创作和改编 １０９…………………………………………………………………………

一、婴幼儿童话的创作 １０９……………………………………………………………………………

二、婴幼儿童话的改编 １１５……………………………………………………………………………

第五章　婴幼儿故事 １１８………………………………………………………………………………………………

第一节　婴幼儿故事概说 １１８……………………………………………………………………………………

一、婴幼儿故事的概念 １１８……………………………………………………………………………

二、婴幼儿故事的发展 １１９……………………………………………………………………………

三、婴幼儿故事的特征 １２０……………………………………………………………………………

四、婴幼儿故事的种类 １２０……………………………………………………………………………

第二节　婴幼儿生活故事 １２１……………………………………………………………………………………

一、婴幼儿生活故事的功能 １２１………………………………………………………………………

二、婴幼儿生活故事的特点 １２３………………………………………………………………………

第三节　婴幼儿故事的鉴赏 １２５…………………………………………………………………………………

第四节　婴幼儿生活故事的创作 １３５……………………………………………………………………………

一、婴幼儿生活故事的创作要求 １３５…………………………………………………………………

二、创编婴幼儿生活故事的几种方法 １３８……………………………………………………………

第六章　婴幼儿图画书 １４０……………………………………………………………………………………………

第一节　图画书概述 １４０…………………………………………………………………………………………

一、图画书的概念 １４０…………………………………………………………………………………

二、图画书的发展 １４１…………………………………………………………………………………

三、图画书的作用 １４１…………………………………………………………………………………

第二节　图画书的种类和特征 １４２………………………………………………………………………………



目　　录 ００３　　　　

一、图画书的分类 １４２…………………………………………………………………………………

二、图画书的特征 １４３…………………………………………………………………………………

第三节　图画书阅读和欣赏 １４６…………………………………………………………………………………

第四节　幼儿图画书的创作和改编 １５６…………………………………………………………………………

一、对图画的要求 １５６…………………………………………………………………………………

二、图画书对文字的要求 １６０…………………………………………………………………………

第七章　婴幼儿散文 １６３………………………………………………………………………………………………

第一节　婴幼儿散文概说 １６３……………………………………………………………………………………

一、散文与婴幼儿散文 １６３……………………………………………………………………………

二、婴幼儿散文的发展 １６５……………………………………………………………………………

三、婴幼儿散文的特征 １６５……………………………………………………………………………

四、婴幼儿散文的分类 １６８……………………………………………………………………………

第二节　婴幼儿散文的鉴赏 １７１…………………………………………………………………………………

第三节　婴幼儿散文的创作 １８２…………………………………………………………………………………

一、作家必须对婴幼儿怀有真挚的情感 １８３…………………………………………………………

二、作家必须在构思上下工夫 １８３……………………………………………………………………

三、作家应该将最精美规范、自然流畅的文学语言奉献给孩子 １８３…………………………………

第八章　幼儿戏剧 １８５…………………………………………………………………………………………………

第一节　幼儿戏剧概说 １８５………………………………………………………………………………………

一、幼儿戏剧及其发展 １８５……………………………………………………………………………

二、幼儿戏剧的特征 １８６………………………………………………………………………………

三、幼儿戏剧的分类 １８９………………………………………………………………………………

第二节　幼儿戏剧鉴赏 １９１………………………………………………………………………………………

第三节　幼儿戏剧的创作和改编 ２０６……………………………………………………………………………

一、幼儿戏剧的创作 ２０６………………………………………………………………………………

二、幼儿戏剧的改编 ２０８………………………………………………………………………………

第九章　作品集萃 ２１１…………………………………………………………………………………………………

主题一　美丽的大自然 ２１１………………………………………………………………………………………

主题二　四季的歌 ２１６……………………………………………………………………………………………

主题三　认识数 ２２０………………………………………………………………………………………………

主题四　爱 ２２１……………………………………………………………………………………………………

主题五　做个乖宝宝 ２２５…………………………………………………………………………………………

主题六　我爱我的幼儿园 ２３０……………………………………………………………………………………

主题七　可爱的小动物 ２３２………………………………………………………………………………………

主题八　双语作品 ２４０……………………………………………………………………………………………

主要参考文献 ２４４………………………………………………………………………………………………………



书书书

　

第一章

学前儿童文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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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要 点

● 了解学前儿童文学的概念和学前儿童文学的特点。

● 认识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及语言特点。

● 了解世界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

● 了解儿童文学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掌握主要作家作品。

第一节　学前儿童文学概说

学前儿童文学是以０—６岁的婴幼儿为主要对象，为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而创作或改编的、适应他们审美

需要的文学。

学前儿童文学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１．学前儿童文学必须是“文学”

学前儿童文学是文学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分支，它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例如，

从文学的基本特征看，学前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都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真挚丰富的情感来反映社会

生活、表现作家的审美理想并打动读者的；从文学所运用的材料看，学前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一样，都以语言为

载体，都是语言的艺术。这正是学前儿童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婴幼儿读物的区别。

２．学前儿童文学必须是“婴幼儿”的文学

学前儿童文学是为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而创作的适合婴幼儿审美需要的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就考虑到婴

幼儿的生理、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使作品的深浅程度与婴幼儿感知事物的规律、欣赏文学作品的年龄特点一

致。所以，优秀的学前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婴幼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文学作品。如果一部作品仅仅写的是婴

幼儿的生活，但却是以成人的目光去欣赏、赞叹婴幼儿的天真烂漫，并非为婴幼儿而写，婴幼儿也难以接受，它

们最多可称为“婴幼儿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属于学前儿童文学的范畴。离开了婴幼儿，脱离了婴幼儿的年龄特

征和审美心理特征，就不是学前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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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前儿童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广义的儿童文学是指适合０—１８岁（又说３—１５岁）儿童阅读欣赏的文学。根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

童文学理论界关于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划分，将儿童文学大致分为婴幼儿文学、儿童文学（狭义）和少年文学。

我们所说的学前儿童文学，包括婴儿文学和幼儿文学。这是因为，当代教育的对象已经向前延伸，婴儿早期教

育日益为人们接受与重视，婴幼儿阶段可以统称为学前阶段。同时，一些可供婴儿听赏的文学作品，由于量少，

且与幼儿文学作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划分，也没有必要专门进行划分，所以统称为学前儿童文学，即婴幼儿文

学。因此，学前儿童文学是文学类别中儿童文学这一独立分支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由于学龄初期儿童和学前儿童在接受文学的能力和方式上差别不大，幼儿文学基本能够被学龄初

期儿童欣赏与接受，故学前儿童文学的接收对象可放宽到七八岁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又由于婴幼儿识字量小，

甚至完全不识字，尚不具备独立欣赏婴幼儿文学作品的能力，需要家长、教师等成人的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说，

学前儿童文学的接收对象还包括陪伴婴幼儿阅读、听赏的家长、教师等成人。事实上，真正优秀的学前儿童文

学作品是既适合婴幼儿阅读又适合成人阅读的，只是对作品理解的层次不相同而已。婴幼儿可能更关心故事

本身，成人则更欣赏作品的美质和意蕴。

第二节　婴幼儿的年龄特征

婴幼儿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上的发育，他们的活动范围开始扩大；随着思维语言的发

展，他们开始具有理解语言的初步能力；随着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在游戏、模仿中，他们开始形成一定的思想

感情、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和人际交往经验。这一切使婴幼儿有了接受文学艺术作品的可能性。学前儿童文学

才有可能帮助他们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和人自身，促进婴幼儿心智发展和健康成长。

学前儿童文学适应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就能够对婴幼儿个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与学前

儿童文学有关的婴幼儿生理、心理、语言特点，以及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特点，做一些概要的论述。

　　一、婴幼儿的生理特征

婴幼儿处在个体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个体生理发育非常迅速，为心理的发展、活动范围的扩大、社

会化进程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１．婴儿期生理特点

婴儿期是孩子身体迅速发展的时期。平均每年身高增长８—１０厘米，体重增加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克，２．５—３岁

幼儿的脑重量已增至９００—１　０００克，相当于成人脑重的２／３，以后几年发展渐缓。婴儿脑皮质增厚，皮质神经

细胞不断扩大，皮质细胞分化已基本完成。跟乳儿期相比，皮质的抑制机能有所发展，冲动性逐渐减少。这就

有利于对外界事物综合分析能力的增强，从而使得各种心理过程逐渐发展起来。例如，这个时期的孩子已能认

识红、黄、蓝、绿等几种基本色。２岁左右的婴儿能跟随音乐做有节奏的动作。３岁的婴儿已能知觉早上、晚上，

并能正确使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概念。所以，在较好的营养、卫生条件下，如果在婴儿期注意进行合理的

教育，就能促进婴儿大脑的发育，改善婴儿的生理素质。当然，婴儿期的孩子抑制能力还是很差的，他们易激

动、易疲倦、易受外界的影响，因而注意力不集中、不稳定。

婴儿动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会随意地独立行走和用手摆弄物体两个方面。婴儿在乳儿动作发展的基础

上，很快学会了独立行走。在１３—１４个月时，他们已能在平地上行走，但还容易摔跤。在成人的鼓励和逗引

下，婴儿为了拿到自己心爱的东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的需要向目标迈步。一旦婴儿迈开最初几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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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快学会随意地、协调地独立行走。在学走路的过程中，由于克服困难而引起的积极情绪，又进一步推动婴

儿不断练习。这样，婴儿的行走动作很快熟练起来，２岁以后，不仅走路自如，还学会了跳、跑、翻越、攀登等复杂

动作。行走动作的发展，使婴儿不但有可能主动地去接触各种事物，而且也可以从各个方向去认识物体，这就

大大扩展了婴儿的认识范围，也发展了他们的空间定向能力。这对于婴儿心理的发展和社会化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婴儿从１岁后，手的动作继续发展，越来越复杂精细，逐步能熟练、灵活、准确地运用物体。到２—３岁，已

能做到用杯子喝水，用勺子舀东西吃，自己穿衣扣扣子、洗手、用笔画线、用纸叠方块等。手的动作的发展，使婴

儿认识了事物的各种属性和联系，发展了婴儿知觉的完整性和具体思维能力。经过一个较长阶段，婴儿能够认

识到一类事物的共同特性，使知觉更有概括性，并为概括表象和概念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２．幼儿期生理特点

孩子在幼儿期身体仍在迅速发展，但较前一年龄阶段相对缓慢。个体各组织和器官都在不断地发育成长。

由于大肌肉的发育，幼儿会不知疲倦地从事各种活动。５—７岁幼儿小肌肉开始发育，他们已能进行绘画、写字

等活动。脑的重量在继续增加，到幼儿阶段末期脑的重量已占成人脑重的９０％，脑的功能也不断趋向成熟。神

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能力都有所增强。兴奋能力的增强，表现在觉醒时间延长，睡眠时间相对减少；抑制机能

的增强，表现在幼儿已能较好地用语言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事物的分辨更加精确。

幼儿动作的发展和他们身体的发展密切相关。他们通过积极的活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心理，同时已形成

的心理又反过来调节自己的动作。动作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心理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幼儿活动的范围。到了幼

儿阶段，幼儿不仅能走、跳、跑、摆弄物体，而且在日常生活活动中有了初步的独立能力，能做出比较复杂的动

作，如按左右脚穿鞋，系鞋带，按要求用笔画画，甚至写字。他们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发展有了更高的水平。

婴幼儿生理发育是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把握婴幼儿心理特征对学前儿童文学学习具有指导

意义。

　　二、婴幼儿的心理特征

１．婴儿心理特点

随着动作和语言的发展，婴儿心理在各方面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使各种心理现象发生了本质

的变化，人所有的心理特点都在这一阶段产生。婴儿一出生，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认识，也开始了和别人的交往，

突出表现在感觉的发生和视觉、听觉的集中上。半岁以后，身体活动的范围扩大，双手可以模仿多种动作，出现

语言的萌芽，可以发出许多重复的连续的音节。到９—１０个月以后，婴儿已能听懂一些词，并且按成人的话去

做一些动作。只是直到１岁，孩子能说出的词还是极少的。

１—３岁是真正形成人类心理特点的时期。婴儿在这时学会走路，开始说话，出现表象思维和想象等人类所

特有的心理活动，出现独立性，各种心理活动逐渐齐全。１岁以前是语言发生的准备阶段。１—１．５岁的孩子处

于理解语言阶段，他能听懂许多话，但是说出的不多，有的孩子甚至完全不说话。１．５岁以后，孩子有一个似乎

是突然开口的阶段，一下子就说得很好。２岁左右的孩子，虽然说话不成句，但总是喜欢叽里咕噜地说话，更喜

欢模仿大人说话。到了３岁，能够初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

与此同时，婴儿的表象也发展起来。特别是１．５—２岁，当事物不在眼前时，婴儿能够在大脑中出现关于该

事物的表象。表象的发生使婴儿的认识活动出现重大的变化。记忆已不仅停留在再认那些重新出现的事物，

还可以回忆起过去感知过的事物。表象的发生使婴儿有可能产生想象。２岁左右的婴儿已能够拿着物体进行

想象性活动。这时出现了游戏的萌芽。人类典型的认识活动形式———思维，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时孩

子出现了最初的概括和推理。比如，能够把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人加以分类，主动叫“爷爷”、“奶奶”、“哥哥”、

“姐姐”。在生活中，２岁以后孩子开始会讲道理，对一些事情还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只是这时候的思维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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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而且只是在活动中进行。至此，婴儿的认识过程———从感觉到思维都已形成。

此外，在孩子２—３岁，会出现独立性的表现。独立性出现时开始产生自我意识的明显表现。这时孩子知

道“我”和他人有区别，在语言上逐渐分清“你”、“我”，在行动上要“自己来”。独立性的出现是婴儿心理发展非

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人生最初心理发展成就的集中表现。它表明，婴儿心理具备了人类的一切特点：直立行走，

使用工具，用语言交际，能进行想象和思维，有了自我意识。人类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特点，才能够有极大的主观

能动性。婴儿出生时固然已不同于动物，但只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才真正开始形成人类的全部心理机能。

２．幼儿心理特点

从儿童心理发展看，１—３岁是各种心理活动发展齐全的时期，而３—６岁则是心理活动系统的奠基时期，是

个性形成的最初阶段。

３—４岁时，幼儿的认识能力、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都迅速发展。身体和手的基本动作已经比较自如，大

脑控制调节能力有所增强。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使幼儿已经基本上能够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不需要

成人过多地猜测他的意愿。这时的幼儿，情绪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都比较大。幼儿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更多是

无意性的。幼儿的模仿性非常突出。模仿是３—４岁幼儿的主要学习方式，他们往往通过模仿学习别人的经

验。幼儿常常不自觉地模仿父母和老师，模仿亲近的成人说话的声调、姿势、常用词语等等。

４—５岁幼儿的心理发展比３—４岁迅速得多。４—５岁幼儿心理发展的质变，主要在于认识活动的概括性

和行为的有意性明显地开始发展。具体表现在：活泼好动，动作比以前灵活且有条理；思维呈现具体形象化。

这种具体形象性的特点不仅反映在幼儿的思维活动中，也反映在记忆、注意等各种认识活动中，还表现在幼儿

的语言活动中。

５—６岁幼儿的心理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飞跃。这时期的心理活动概括性和有意性的表现更为明显。儿童都

很好奇，但是，５岁以后的儿童不再满足于了解表面现象，而要追根问底。５岁幼儿的活跃主要不是停留在身体

的活动上，而是表现在智力活动的积极性上。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认识兴趣，并明显出现抽象逻辑思维的萌

芽。当然，６岁前幼儿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还是初步的，对于一些需要经过多层次分析推理的事情，他们还力不

能及。

　　三、婴幼儿的语言特征

１．婴儿期语言特点

１．５岁—３岁是婴儿语言发展的重要阶段。婴儿从说得很少发展到说得很多，也很喜欢说。一般说来，２岁

的孩子已经完全会说话了。这是学龄前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个飞跃阶段。此时的幼儿词汇量迅速增加，已能用

简单的复合句来表达意愿，基本理解常用的简单句型。到３岁已基本掌握本地语言的全部语音，词汇量增加也

很快，尤其是实词增长更为迅速。

（１）词汇量增加，２岁婴儿掌握３００个左右词汇，到了３岁时词汇量已达１　０００个左右。

（２）句子结构起了变化，从单词句转化为双词句、多词句。不仅句子的字数增加了，句子的结构也复杂化、

完善化。

（３）语言的概括作用和调节作用都明显得到发展。幼儿能够在没有具体刺激物的情况下，按照成人语言指

示去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４）喜欢说话，听儿歌、童话、故事、幼儿诗，并能记住它们的一些简单内容。甚至还会学着大人的模样向小

朋友复述一些故事的内容。

２．幼儿期语言特点

幼儿期比婴儿期的语言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４岁幼儿的词汇和句法的运用已趋于成熟。尽管新词增加的速度有所降低，但对词汇的运用却成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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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仅能恰当地把词组合起来，还能清楚地区别词义，并能使用一些复合句子来表达意思。此时的幼儿表达

能力增强，能清晰地谈话，还能把话说得有声有色，喜欢与家人及同伴交谈，会根据对不同对象的理解水平调整

自己的语言。

５—６岁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看图讲述能力明显提高，幼儿在讲述时能根据图片内容想象角色的心理活

动，语言表达灵活多样，并力求与别人不同。同时，幼儿的阅读兴趣在这个年龄段也会显著提高。他们开始对

文字产生兴趣，识字的积极性很高，记忆力也很强，阅读成了他们极大的乐趣。

第三节　学前儿童文学的特点

由于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年龄以及接受文学的特殊方式，学前儿童文学也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下面分

别从其文体特点、婴幼儿特点、审美特点作简略论述。

　　一、学前儿童文学的文体特点

１．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应浅显易懂

由于婴幼儿的思维和语言发展特点，学前文学作品的语言应当浅显明白，形式上多用名词、动词等有具体

形象内容的词语，句式多为短句。婴幼儿是靠视觉和听觉感受文学作品的。根据婴幼儿语言发展特点，学前儿

童文学作品就语体来说应是口头文学，应具有口头文学的一些特点。

２．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情节应生动有趣

快乐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尤其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学前儿童文学绝对性的必需。快乐，对孩子来说不

仅能够振奋精神，还有利于他们的生长发育，对身心健康、个性发展都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效果。学前儿童文学

必须重视富有娱乐元素和儿童情趣，以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使作品的多种功能得以发挥和实现。

婴幼儿喜爱故事性强的作品。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情节要求单纯、生动、有趣。所谓单纯，指在一个作品

中，最好只反映一个事件，涉及的人物不要太多，事件逻辑关系要简单。所谓生动有趣，指情节发展迅速，事件

过程富有趣味，能吸引婴幼儿注意。４岁以下婴幼儿听赏阅读的文学作品，其情节连贯性不必太强，因为这个阶

段的婴幼儿还难以理解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３．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结构应条理清楚

学前儿童文学作品最好一条线索贯穿到底，枝蔓要少；层次分明，情节按照顺序一层一层地展开，避免插

叙、倒叙；情节安排要有头有尾，主要情节部分可有适当的重复；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要少。

４．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应具有教育性

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是指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认识、评价，乃至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所形成的某种倾向，经

过作品的表达而给予读者的影响。这种影响多是通过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最容易在可塑

性极强的小读者心目中发生良好作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培养孩子的高尚思想品德，为孩子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基础。

学前儿童文学是开启心智的启蒙文学，对婴幼儿心理成长可以起到引导作用，所以学前儿童文学的主题要

富有教育性，应有益于婴幼儿在体、智、德、美各方面的发展。例如，儿歌中的数数歌，巧妙地把数字嵌进婴幼儿

感兴趣的事物中，帮助婴幼儿记忆数字；绕口令用读音相近的字组成幽默的内容，训练婴幼儿的思维能力和言

语能力；谜语歌能发展婴幼儿的判断推理能力。童话中关于勇敢、正直、同情心、友情等内容，有助于婴幼儿道

德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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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审美的最高形式。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对人的美感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低

估的作用。学前儿童文学同样要遵循美的规律，使作品充满各种形式的美，而且，多以美为描写对象和描写目

的，更加强调艺术的美。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不是直接发生的，但可以如春雨浸润孩子心田。在长期

潜移默化地熏陶影响下，给孩子心灵以营养，提升孩子的审美能力。

５．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应具有知识性

文学是婴幼儿最早接触的艺术形式之一，学前儿童文学作品是婴幼儿获得知识的重要来源。婴幼儿可以

通过文学作品初步认识自我、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花鸟虫鱼、日月星辰、风土人情、山河湖海、飞禽

走兽等均可以成为学前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幼儿、小伙伴和他们亲人、邻里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如吃饭、穿衣、

洗脸、刷牙、睡觉等也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婴幼儿学习掌握生活常规的辅助手段。

优秀的学前儿童文学作品可以使婴幼儿获得丰富的知识，启迪他们的心智，活跃他们的想象和思维，诱发

他们的创造灵感，是孩子们获取知识、经验和思想的又一基本途径。

　　二、学前儿童文学的婴幼儿特点

学前儿童文学是以婴幼儿为对象，适应他们年龄特点的文学作品。所谓适应，在这里包含两层含义。第

一，婴幼儿生活经验尚不丰富，心理机能还不完善，主要靠视觉和听觉接受文学作品，创作文学作品要充分考虑

到婴幼儿对文学的接收能力。第二，要考虑到婴幼儿在生理、心理、社会化等各方面处在迅速发展中，学前儿童

文学应在这些方面促进他们的发展。因此，题材丰富、趣味性强、结构简单、语言浅显的文学作品，如儿歌、幼儿

诗、童话、婴幼儿故事、婴幼儿散文等，都可以成为学前儿童喜闻乐见的或阅读、或听赏、或朗诵、或讲述、或表演

的文学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前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特点最鲜明的文学。具体说来，这一阶段文学具有以下四个

特点。

１．游戏性

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性。游戏也是婴幼儿的天性。游戏是婴幼儿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这种实

践活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它仍是以模仿为其基本内容的。游戏就是婴幼儿的学习和工作。学前

儿童文学应反映他们在游戏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同时，引导他们开展有益的游戏娱乐活动。婴幼儿正是通过游

戏来学习有关社会和自然界的知识，通过游戏来预演人生。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作者们若能将游戏的特点运

用于作品中，就能更好地满足婴幼儿的学习需要，带给孩子快乐。那些生动地表现游戏过程的作品，会受到婴

幼儿特别的欢迎。这是因为，婴幼儿更注重于游戏的自身过程，而不太注意它的目的。例如，根据阿·托尔斯

泰的童话名篇改编的《拔萝卜》，无论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他们互相拉着拔萝卜，甚至他们互相喊的话“‘嗨哟，

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都会因为其游戏的特点带给幼儿快乐的体验和感受。

２．趣味性

婴幼儿的注意力还不强，但他们容易注意那些他们感兴趣的事物。鲜艳的色彩，奇妙的音响，奇特的景物，

夸张而富有动感的故事情节等，都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婴幼儿来说，文学作品的第一要旨与其让他们学

习了解一些自然社会知识，不如激发他们探求知识的兴趣。因此，学前儿童文学要特别强调趣味性。而趣味性

的获得，主要在善于用婴幼儿已知的熟悉的事物去表现他们不知的不熟悉的事物。如婴幼儿童话和故事中，角

色常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甚至把成人儿童化，有意将故事情节、环境场面离奇化、夸张化，正是为了增强作品

的趣味性。

３．直感性

婴儿的思维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行动思维。幼儿的思维特点主要表现为具体形象性思维。这就决定了

他们不可能深入事物本质，而主要通过表象进行思考。因此，婴幼儿文学要注意直感性。在具体作品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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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写具体的物、写物的具体形状和色彩；写具体的事，写事件的具体经过，写具体的行为动作过程；写具体

的人，写容易为婴幼儿观察到的体态与表情等。直感性要求学前儿童文学在描写中要注意诉诸婴幼儿的感

官，引起他们触摸事物时的体验。学前儿童文学还应当注意动感，要迅速变换情节，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４．幻想性

婴幼儿喜欢听童话故事，因为童话具有幻想性，而幻想性又恰恰适应婴幼儿想象容易与现实混淆和想象有

较大的无意性的特点。婴幼儿还不能很清楚地将自我与客体分开，他们更倾向于喜爱那些夸张的、超现实的形

象和故事。学前儿童文学的任何一种体裁，都可融入幻想性的色彩。童话不必说，即使是表现婴幼儿生活的故

事，也应如此。

以上四个特点是根据婴幼儿年龄特征提出的。当然还可以提出其他要求，但这四个要求是最主要也是最

基本的。适应这些要求的学前儿童文学，往往会成为婴幼儿欢迎的作品。

　　三、学前儿童文学的审美特点

１．学前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

婴幼儿最不喜欢枯燥的故事和乏味的叙述，他们需要有趣的东西。优秀的学前儿童文学作品无不充满着

天真活泼的情趣，给婴幼儿带来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之美常常是通过洋溢着幽默、谐趣、笑趣的形式来表现

的。以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作品为例，《皇帝的新衣》把皇帝的虚荣、无所事事、不务正业与臣僚的阿谀奉承、愚

昧无知透过所谓至高无上的皇帝竟然光着身子在大街上游行这个荒诞、奇妙的艺术构思表达出来，既令人捧

腹，又引人深思。即便是含有轻度忧伤的作品，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作者也不忘记给她一个充满快乐、安详与

希望的结尾，让她在天国与最疼爱她的奶奶永远在一起。

２．学前儿童文学是稚拙的文学

“稚”与“拙”是婴幼儿固有的生命与行为状态。这种“稚拙”并非是愚昧或者无知的表现，而是婴幼儿的一

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学前儿童文学独有的情趣。例如，李想的幼儿故事《借生日》中写小朋友琪琪过生

日时收到了妈妈的礼物，天真地问妈妈什么时候过生日，妈妈却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小琪琪于是提出把自己的

生日借给妈妈，把妈妈送的大布熊和巧克力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表现了孩子纯真的童心。这个故事把幼儿

对母亲的爱刻画得非常真实，这种美好的行为，就是幼儿纯真心灵的流露。

３．学前儿童文学是质朴的文学

“质”是指本质、质地、本色；“朴”字原意指树皮，引申为未加工的木材，再引申为不加修饰的原始与天然状

态。学前儿童文学作品的质朴之美，来源于婴幼儿生命、精神中所蕴含的质朴品格，因为婴幼儿天生就具有一

种不加修饰的自然淳朴的美。如金波的幼儿诗《老爷爷和小娃娃》：

　　　　　　　　　

一个小娃娃，

摔了一跤，

老爷爷扶他起来，

连连说：

别哭啊，别哭啊！

一个老爷爷，

摔了一跤，

　　　　　　　小娃娃扶他起来，

连连说：

别哭啊，别哭啊！

他们俩，

都笑了！

忘了谁是老爷爷，

谁是小娃娃。

　　这是一首朴实、清新、优美的幼儿抒情诗，运用白描，透过幼儿自然模仿的行为，表现孩子纯真、朴实的心

灵，描写得十分动人。这正是学前儿童文学质朴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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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

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是短暂的，就世界范围而言，真正意义的诞生并走向自觉是在十八世

纪初，而在中国则已是二十世纪的事了，而且从发生、发展到成熟也历经坎坷。

　　一、外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外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何时？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目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是，外国儿童文学发生和发展分为

四个时期：十八世纪以前，一般称之为史前期；十八世纪，是儿童文学萌发诞生的时期；十九世纪，儿童文学迅速

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进入第一个繁荣期；二十世纪，儿童文学不仅在各国得到确认，而且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

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期。

　　（一）十八世纪以前的儿童文学

十八世纪前没有专属于儿童的文学，是儿童文学的史前期，但并不等于说与文学无缘。当时的儿童读物主

要是一些具有较浓文学气息的训诫书、知识书以及一些贴近儿童审美情趣的民间口头创作和成人文学。

举世闻名的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被认为是儿童喜爱的最早读物，是由一千左右诗节组成的故事集。

它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是为宫廷孩子阅读而采编的，大约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到八世纪，其中有些故事在公元

前三世纪就有流传。它是在古印度人民创作的寓言、童话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删减、改写而汇集成的一部巨著，

能给儿童以深刻的启迪。

《五卷书》在艺术上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它每卷用几个小故事反复说明一个中心故事的主题，故

事之间既环环相扣又相对独立，同时多以动物生活为题材，诙谐幽默，极富儿童情趣。

《五卷书》问世一千多年以来，被译成五十四种文字传遍世界。公元７５０年，伊拉克作家伊本·阿里·穆加

发在对其进行删减增补、文字修饰使其更适合儿童阅读后定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成为为儿童改写故事的成

功范例。

《伊索寓言》一直被西方视为传统的儿童读物。于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在希腊问世，是民间口头创作的集

成，也是东西方民间文学的精华。《伊索寓言》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一个故事说明一个主题。大多以动物故事

为题材，多以动作、对话、场面代替叙述去表述主旨，选用拟人、夸张和对比等手法，形象生动，语言幽默，有极强

的讽刺意味，直到今天仍吸引着广大儿童。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民间文学的一座丰碑。其中主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各种描写

爱情、冒险及动物生活的故事。其中许多篇章，如《渔翁的故事》、《三个苹果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

至今仍是畅销的儿童读物。

十四世纪法国出版了《列那狐的故事》，被誉为“伟大的禽兽史诗”。这是儿童最喜爱的、最早的一部长篇动

物诗。整个故事以狐狸列那为主角，生动地描写了它与人、与其他动物的交往和斗争。在保留了动物各自的特

性的基础上又赋予他们明显的社会属性，使其中各个动物栩栩如生，同时又极具讽刺意味。后来由法国女作家

玛·阿希·季诺夫人为孩子们改写的《狐狸列那的故事》一直被小读者津津乐道。

十七世纪末，法国文坛发生了一场古今之争的文艺论战，发难者是夏尔·贝洛。贝洛反对厚古薄今，要求

文艺更多地反映当代人的感情和愿望。他借助民间童话表达自己的政见和思想，从而辛辣地讽刺宫廷贵族。

１６９７年，贝洛将他改写的八篇散文童话和三首童话诗汇集出版，题为《鹅妈妈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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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小拇指》、《灰姑娘》、《林中睡美人》和《穿靴子的猫》等。

贝洛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改写民间童话的作家，在保留了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的基础上，

运用童话的形式来叙述故事。由于采用了童话形式，使其充满了丰富的幻想，文学色彩也很浓厚，再加上故事

内容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此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二）十八世纪的外国儿童文学

这一时期在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加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儿童教育

得到了重视，使得新的儿童观得以形成，儿童文学这株被压抑了很久的小苗终于破土而出，这一时期是儿童文

学萌发、诞生的时期。

１６３７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了《世界图解》（又译《图画中见到的世界》），这是世界第一部幼儿百科全

书，也是世界最早的儿童图画书。作者用图画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现象表现出来。它的出现，说明人们已经

认识到儿童读物要区别于成人读物应有其特殊的规律。英国书商、出版商和作家约翰·纽伯里还专门为儿童

出版书籍。这些都为儿童文学的萌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十八世纪的儿童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专门为儿童创作，真正受到儿童欢迎的好作品还未出现。直

到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卢梭于１７６２年发表的哲理小说《爱弥尔》，才第一次将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

人来描写。作品中新的、系统的儿童观标志着人们真正发现了儿童，社会儿童观的转变已彻底完成，并为以后

儿童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其影响下，欧洲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如由英国的托马斯·戴于１７７３年

所著的三卷儿童小说《桑德福和默顿》，由以描写儿童的启蒙教育见长的斯特凡·尼·德让尼伯爵夫人所著的

《阿德尔与泰奥多尔》。被称为“法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开拓者”的阿尔诺·伯尔坎也创作了很多着重表现儿童生

活的作品，他还于１７８２年创办了法国第一份儿童月刊《儿童之友》。

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有很多，但不少作品训诫说教味太浓，并不受孩子们的欢迎。倒是一些富有想象力

和冒险精神的成人小说，备受孩子们的欢迎，如英国启蒙主义作家丹尼尔·笛福于１７１９年创作的《鲁宾孙漂流

记》，政论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以及十八世纪后期埃·拉斯别整理出版的《敏豪森奇游记》，这

些作品虽然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但它们弥补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空缺，充实了孩子们的心灵。

　　（三）十九世纪的外国儿童文学

进入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封建社会逐步崩溃，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建立与巩固，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以

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儿童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儿童文学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萌芽期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文学

中一个独立的门类。

十九世纪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有以下特征。

首先，作家队伍空前壮大。这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很多闻名世界的文学巨匠也为

儿童献出了珍品。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而且具有世界影响、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充实了

世界儿童文学的宝库，形成了世界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世界童话大师、丹麦儿童文学巨匠安徒生一生共创作一百六十八篇童话，被誉为“世界童话大王”。他的童

话充满了对爱与美的追求，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丑小鸭》、《海的女儿》、

《野天鹅》等都成了不朽名篇。安徒生开创了作家创作童话的先河。

德国的格林兄弟是十九世纪最早为儿童改写童话的作家，他们搜集整理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是世界儿

童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其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创作了许多符合儿童欣赏趣味的寓言，语言简洁优美，故事活泼有趣，富于

幽默感，如《狗的友谊》、《农夫和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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