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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包含着丰富的美的内涵，作为一种审美

客体，它既是对现实的创造、超越与升华，又是一个民

族对下一代的精神传递，是作家对儿童情感发展的深

情关注和对儿童价值趋向的艺术引导，借助语言建构

的审美创造，向儿童展示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儿童

文学独特的审美特质与儿童审美能力的发展具有内

在联系。
一、儿童文学内在的审美特质与儿童审美能力发

展的内在联系

（一）儿童文学作品的游戏精神契合儿童的阅读

兴趣

早在 1762 年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就把前

人认为只属于儿童的幼稚、天真无邪的“游戏冲动”提

到了艺术起源和艺术本质的高度，“不仅对文学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产生了

持久的重要影响”。 [1]首先，文本的游戏精神与儿童接

受心态相契共通、能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吸引其审美

注意。 作品所表现的稚拙、欢愉、离奇、变幻、荒诞、颠

倒等多种美学品格的相互交融与渗透，具有多样化的

艺术品性和深刻的哲学内涵。 其次，文本的游戏精神

是对儿童游戏玩耍心态和生命情状的真实写照，能激

起儿童情感的共鸣和对个体自由的追求。 如《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变形

金刚》等作品充分张扬游戏精神，以其蓬勃的生命力、
强烈的个性、大胆的想象和夸张吸引儿童如饥似渴地

阅读，儿童在感受到艺术世界神奇美妙的同时更能舒

展被压抑的情感，最大限度地张扬童心，进而培养起

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与儿童

阅读兴趣相契相融，能使儿童沉浸于作品中自觉接受

艺术美的化育与熏陶。
（二）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有助于儿童审美心理

的建构

儿童喜欢模仿，除了模仿现实中的成人外，文学

作品中那些形象生动的人物往往成为他们模仿的对

象。儿童文学作家在给儿童描绘出气象万千的自然画

卷和生机盎然的锦绣人生的同时也塑造了许多令儿

童喜欢、崇拜的人物形象，如长袜子皮皮独立、自信、
乐观，助人为乐，不畏强势；海尔兄弟坚强、乐观、机

智，挑战挫折，不畏艰险，这些美的艺术形象积聚、强

化，不断丰富着儿童的情感世界，激发他们热爱真善

美的情操，造就着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如法国

作家贝洛的《仙女》通过妹妹姐姐行为的美丑对比使

孩子们明白善良、有爱心是做人的根本；儿童文学也

描写悲剧， 但大都用了淡化悲剧色彩的艺术处理，这

既能增加儿童的悲剧情感体验，又有助于儿童对现实

生活、对生命有更深入的体验与感悟。
（三）神奇美妙的意境契合儿童的审美趣味

儿童天性喜新奇，好玩乐，儿童置身于作品营造

的奇绝神秘的意境中， 会跟随作品主人公猎奇探险，
品尝嬉戏娱乐、痛苦磨难、失败成功等滋味与乐趣，从

而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 尤其是滑稽幽默风格的作

品，更受儿童青睐，如《皇帝的新装》是对皇帝愚蠢行

为的嘲讽，作品展示的矛盾冲突表面而直接，这很符

合儿童智力处于较低层次的审美心理需求，使儿童读

后产生心理上的优越。 至于作品对当时上层社会虚

伪、愚蠢、相互欺诈、不务正业等痼疾的揭露与批判这

论儿童文学教育与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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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深层的意蕴，大龄儿童也能逐渐理解。 此类作品大

都在滑稽幽默的艺术情调中包含着机智、愉快、令人

开心愉悦的生命内蕴，涵纳着宇宙人生的哲理意识以

及善良、乐观、机警、豁达的品质，不仅契合儿童的阅

读趣味和审美需求， 更能引导儿童明辨是非善恶，在

感受快乐的同时体会到幽默本身焕发出的智慧及对

丑恶现实的讽刺，促使其心智逐渐走向成熟。
二、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培养儿童审美能力的措施

怎样有效地通过儿童文学教育提升儿童的审美

能力呢？
（一）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欣赏培养儿童的审美

感受力

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力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对作品外在形式因素的感知能力，如所描绘

事物的形态、颜色、声音，人物的肖像等；二是对作品

所蕴含的情感、意蕴的感知能力，如作家的价值取向、
审美理想等。要培养儿童的审美感受力，首先，要重视

诵读，激发儿童的联想与想象。 一些优美的作品要鼓

励孩子反复诵读，养成诵读的习惯，进而内化为儿童

阅读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引领儿童学会

欣赏作品，在诵读的基础上，教师可设置问题情景或

利用多媒体画面，从儿童情感体验与想象力发展的角

度恰当引导，儿童便能展开想象的翅膀，他们不仅能

把月亮与小船、天空与大海进行对比联想，而且能自

然地融入作品的意境中， 产生身临其境的审美快感。
其次，引领儿童感受作品美的形式和艺术精神。 儿童

由于知识、阅历有限，对作品外在表现形式的感知比

较容易把握，而对作品蕴含的审美情感与意蕴的把握

则需要较高的理解力， 这就需要教师加以精心指导。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如让儿童听录音、看动画

片等，或采用亲自给孩子朗诵诗歌、讲述故事等方式，
让儿童充分感受作品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同时给以适

当地解说、点拨与引导，引领儿童展开想象的翅膀，进

而启发他们充分感受作品丰富的情感和精神意蕴。
（二）通过解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培养儿童的

审美鉴赏力

注重以欣赏的方式解读文本，加强与作家的精神

对话。 文学阅读活动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

审美欣赏活动，审美欣赏实际上“是主体间的对话，是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流、情感沟通。 教师要引领

儿童体会作家隐含在作品中的殷切之心，通过对作品

人物和事件的整体把握理解作家所传达的思想意蕴

和美学追求。 教师可选择一些审美价值高的作品，利

用作品主题情感多元， 美的形态丰富多彩等特点，抓

住文学欣赏中感知、理解、体验、鉴赏等几个关键环

节，让儿童体验作家所传达的挚爱、诚实、善良、不畏

艰险等人类美好的情感。教师还应注意用儿童喜闻乐

见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朗诵、讨论加评析等，引导

儿童阅读和欣赏， 在实现文学多元教育价值的同时，
更要注重体验作家的审美趣味、 审美理想和美学追

求。
重视建构儿童的审美知识结构，提升儿童的审美

境界。教师在实践中应选择意境优美且蕴含人生百味

经典作品来构建儿童的审美知识结构，指导儿童掌握

主要儿童文学体裁的表现技巧和美学特质。引导阅读

经典童话，使他们“生活在幻想的、超现实的童话里，
同时又和触手可及的现实相联系，在想象和现实之间

出神入化地、自如地转换着”。 [2]教师还可选择不同题

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共同阅读、讨论，比较，让他

们各抒己见，发表对作品的看法，训练他们的欣赏和

评价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地进行准确到位

的点评，使儿童初步掌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逐步

完善其审美知识结构，不断提升其审美境界。
（三）通过引导儿童表演与创作培养儿童的审美

创造力

儿童处在生理、心理、美感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
虽然其艺术思维比较幼稚， 但其情感流露却是自然、
真诚、直率的，其审美创造活动与他们精神活动的想

象与幻想密切联系。 所以，培养儿童的审美创造力要

特别注重在感受、认知、鉴赏美的基础上去开发他们

创造美的潜能。 首先，采用多种形式激发儿童创造的

天性。 在文学欣赏的基础上，教师要积极引导儿童进

行自由创编和角色表演活动，使儿童尽情发挥其审美

想象力，如把童话改编成戏剧，组织儿童表演与演出；
引导儿童续编故事， 并以故事会的形式进行交流；引

导儿童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喜好，把自己喜欢的

人物或情节用剪纸、绘画、泥塑、歌舞等艺术形式展示

出来，这都有助于儿童审美创造力的开发与培养。 其

次，结合作文写作，鼓励儿童进行文学创作。处于创造

状态的儿童，其观察力、想象力和理解力是十分活跃

的。教师要创造机会让儿童的艺术天性得以自由表达

和尽情发挥，发展他们的童真童趣，培养和提升儿童

这份“艺术家”的气质，使他们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能

以艺术的灵性轻松自如地面对生活，使其人生达到一

种更美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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