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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是人生性格和心灵塑造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启蒙的教育内容，在某个

程度上决定了幼儿以后的发展。选择品质高雅，与幼儿心灵相通的经典文学，塑造孩

子美的心灵，是立足于人生初始阶段，培养幼儿感知美、体会美、追寻美的教育。

幼儿文学是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为了一定的教育目的，以 3—6 周岁幼儿为主

要接受对象而创作的文学。幼儿文学的种类很多，其中包括：诗歌、小说、故事、神话、

童话、戏剧、电影等。

本书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结合学前教育专业一线教学情况，在内容处理及

编写上注重体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采用理论—实践—提高的编写思路，

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幼儿文学的主要接受方式是听觉和视觉，而不是阅读，通过对

幼儿文学基础知识的讲解、实例的分析，明确学习目标，进而带动对教学内容的学习

和技能点的掌握。同时引入相应的知识拓展与练习，以巩固所学知识和技能，扩展学

生思路，达到身临其境的学习效果。

本书主体内容包括幼儿文学概述、幼儿诗歌、童话、寓言、幼儿故事、幼儿图

画故事、幼儿戏剧，各部分可细分为基本常识、欣赏与创作、教学三大部分，每个部

分富含实例与赏析，创作与教学等，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与生动实用的实例操作，让

教师更方便把握学前教育学生实际所需的幼儿文学学习，同时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幼

儿所需要的幼儿文学。

本书由陈小强、谢娟主编，赵娟、郭琼、刘兰、宋泓、尹旖等负责编写。本教

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学校领导、示范校建设项目办公室、学前教育项目组及教学

部同事、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并对全书的编写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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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及时间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欢迎专家同行和同学

们批评指正。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请发邮件到 648372530@qq.com 以便再版

时修订。

                                                                              

　　　　　　　　　　　　　　　　　　　　　　　　　　　　　　 编者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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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文学的概念和内涵

“幼儿”一词的字面意义是指年幼的儿童，但它所指的具体年龄段，则根据人们对

于个体童年期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而略有差别。目前在早期儿童教育界受到普遍认同的

“幼儿”概念，界定在 0—6 岁这一年龄段，即儿童开始接受正式学制教育前的发展阶段。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 , 是以幼儿为自觉服务对象、符合幼儿接受能力，

并体现独特的幼儿美学的文学作品的总称。幼儿文学的命名主要是由它特殊的读者对

象——幼儿决定的，幼儿文学的发展也是随着人们对于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不断认识而

实现的。

考虑到幼儿文学的服务对象（幼儿）、形式特征（简单的、直线型的）、主要内容（幼

儿文化和群体关系）、基本视点（幼儿视点）以及精神向度（乐观的、充满希望的、令

人兴奋的）的问题，幼儿文学的内涵既应包括对幼儿文学的“幼儿”层面基本特征的规定，

也包括对其“文学”层面基本特征的描述，所以通常将幼儿文学定义为：幼儿文学是含

有多种文学形式，为儿童观察世界服务的，它传送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信息，反映幼

儿时期的一种文化和一种群体关系，表达了孩子乐观的、充满希望的、令人兴奋的视点。

这个界定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以幼儿为自觉服务对象

 幼儿文学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为基本前提，它可以是偏向知识性的，比如各种

概念书和幼儿科普故事；可以是偏向生活教育的，比如一些以特定日常生活技能为培养

目的的生活故事；也可以是偏向娱乐性的，比如许多有趣的儿歌、童话故事等，但所有这些，

都应当建立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一种深切关怀的基础之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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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幼儿接受能力    

幼儿文学在语言使用、题材内容、文本形态、文学手法等方面，都需要充分考虑幼

儿是否能够接受、理解。

（三）体现独特的幼儿美学    

幼儿文学应当在对于幼儿生命的观察与关切中，致力于发现、描绘和展示一种与幼

儿期特殊的生活内容、生命感受、心理状态、情感体验等联系在一起的独特的幼儿美学。

正是这一幼儿美学的成功建构，使得幼儿文学不仅是一种具有高度实用价值的文学，也

是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学，不仅受到幼儿的喜爱，也具有吸引成人的独特魅力。

第二节				幼儿文学的三个要素

幼儿文学的存在，是由作者、读者和文本载体三个要素共同支撑起来的。事实上，

幼儿文学受到这三个要素的特殊限制。

（一） 幼儿文学的作者

在幼儿文学的创作中，作者与其目标读者之间的年龄差距是最大的。一位幼儿故事

的写作者，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个对幼儿的心理、思维、生活等有着充分了解和敏锐把

握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幼儿文学的作者往往兼有多重身份，他不仅仅是文学

写作者，同时也是幼儿的教育者、幼儿心理的研究者、幼儿生活的指导者。一名合格的

幼儿文学作者除了需要了解幼儿、理解幼儿、尊重幼儿，也需要掌握幼儿文学创作的基

本艺术规律。

( 二 ) 幼儿文学的读者

幼儿文学的读者对象首先是处于学龄前的幼儿，也包括所有有机会、有需要、有兴

趣阅读幼儿文学作品的人。幼儿文学向幼儿的传递，需要有一个中介性的角色。众所周知，

年幼的孩子并不是天生就具备阅读能力的，幼儿需要在成人（通常是父母或教师）的帮

助下，才有可能阅读到幼儿文学作品。因此，幼儿文学的创作，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读

者层面的特殊情况，并据此进行文学呈现上的特殊安排。

幼儿文学所对应的“幼儿”读者，也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发展过程的简化了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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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还包含年龄、性别、个性特征、家庭状况、时代背景、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差异。

这些差异决定了对不同的幼儿读者来说，适合其阅读的幼儿文学作品也不尽相同。

在幼儿的文学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成人读者的位置，他们是陪伴着

幼儿并为幼儿朗读或讲解作品的父母、幼儿园老师等。他们构成了幼儿阅读活动中另一

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承担着为幼儿选择和提供阅读素材、朗读文本、解说文本等重要任务。

这种幼儿文学所特有的“双重读者”的现象，也体现了幼儿文学的特殊性。

（三）幼儿文学的文本

幼儿文学的文本可以从声音、形象以及讲述内容所承载的意味三个方面来加以注意。

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彼此融合，在纵向上生成了一个完整的儿童文学文本的结构。幼

儿期的孩子对声音保持着高度敏感，进入语言学习阶段的幼儿对于儿歌、故事中那些富

于音乐性的节奏、韵律等，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幼儿文学文本中，音韵层

面特殊的排列组合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样，图像作为一个意义传达的媒介，在

幼儿文学文本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毕竟对于一个从未见过长颈鹿的幼儿来说，一幅

绘有长颈鹿的插图可以解决许多语言无法描述清楚的问题。同时，幼儿父母、家长以及

幼儿园老师也许也注意到幼儿文学所传达的意味，在面对幼儿读者时，它完全是清浅的、

透明的，是一望到底的童年趣味，然而，对成人读者来说，它还天然地包含着另一种深刻的、

悠长的、带有启悟性的人生意义。

第三节				幼儿文学的特征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幼儿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幼

儿的审美心理特征及其接受文学的特殊方式，决定了幼儿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能等同

于成人文学，而应该有属于幼儿文学自身的特征。幼儿模仿性强，可塑性很大，但是分

辨力差；幼儿感知能力发达，感知的特点是轮廓大、线条粗。因此，幼儿文学就需要人

物形象的外部特征突出，这样有利于幼儿掌握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内容。

例如：

紫红紫红的葡萄，挂着一串串灯泡。我看着，看着，嘴里涎水在冒。一只小花猫，

也瞅着葡萄叫。我对猫说：馋嘴可不好，千万千万，不要偷吃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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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结构特点来看，幼儿文学作品多有单纯性、重复性和递进性。

蚕姑娘要到 / 蚕茧里去，又小又窄的 / 蚕茧里去。可是蚕姑娘 / 一定很高兴 / 因为

她将拥有 / 一双美丽的翅膀，然后 / 展翅飞翔。

这首小诗讲的是蚕姑娘怀着美好的愿望钻进蚕茧里去，期待自己拥有一双美丽的翅

膀，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蚕孵化出来后生长、结茧、由蛹变成蛾的过程，读起来令人心动。

幼儿文学的语言，不仅需要生动形象，还要浅显易懂。表情达意不能太朦胧，作者

要明确地抒发、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观点和感情。多象声词，多打比方，音韵和谐，朗

朗上口。

例如：

木马

马儿不吃草，马儿满地跑，跑过三座山，跑过八座桥……跑到哪里啦？还在屋檐下。

幼年时期是一个生活丰富多彩的时期，幼儿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充满了新奇感。

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无不充满生动活泼的情趣，给幼儿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幼儿文学作

品美好的主题、有趣的题材、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象、活泼的语言、巧妙的结构形式

和出奇的表现手法等，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是快乐的文学。

除此之外，幼儿文学还应该具备下述美学特征。

（一）稚拙美

稚拙是幼儿的本色。幼儿身心还没有健全，生活经验不足，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只能

依赖于自己有限的经验，因此，幼儿文学作品就应具有稚拙美。稚拙美主要体现在作品

所表现的幼儿的童真、童趣。稚拙美是幼儿文学所独有的一种美。

（二）纯朴美

幼儿的心灵是纯洁的、真挚的，对一切事物充满热情、充满爱意。

（三）奇异美

在儿童的想象世界中，不仅溪水会与他们嬉戏，花儿会为他们开合，鸟儿会为他们

歌唱，就连没有灵性的物象也会发生奇异的变化，来满足他们荒诞离奇的想象欲望，纯

真的幼儿会对某支神笔充满向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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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 你是怎样理解幼儿文学的美学特征的？ 

    2. 你是怎样理解幼儿文学的美学要素的？



第二章	

幼儿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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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诗歌概述

一、幼儿诗歌及其发展   

诗歌是以凝练和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饱含丰富的想象和感情，语言是经过锤炼的，

有音韵、有节奏的，并且采用分行、分节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来

就有重视“诗教”的优良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一些先进人物和有识之士

的大力提倡与不懈努力下，我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诗。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

政府将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和“未来”，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我国儿童文

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儿童诗，是以儿童为对象的，富于感情，最凝练，用有韵律的、分行的语言所表达

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只是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所蕴含的感情色彩，所运用的文学语言，

都必须是儿童能领略的。儿童诗，既有诗的共性，又有儿童诗的个性，儿童诗的特征是

诗的特征与儿童心理特征的结合；它富于故事性和形象性，富有童情和童趣。

幼儿诗是儿童诗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以 3—6 岁的幼儿为抒情主体并抒发他

们的思想情感，表现幼儿情趣，意境优美清新，篇幅相对短小，形式活泼自由，适合幼

儿欣赏诵读的诗。一般情况下包括幼儿抒情诗、幼儿童话诗、幼儿叙事诗、幼儿散文诗

四种类型。

（一）幼儿抒情诗

以短小的篇幅直抒胸意为主要特征。如冰心的《雨后》等。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

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 /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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