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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童文学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文/王茹燕

幼儿期的审美教育, 对幼儿一生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美能磨炼人性 。一个人

如果从童年时期就受到美的教育, 特别是读过一些好书, 如

果他善于感受并高度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么, 很难设想,

他会变成一个冷酷无情 、卑鄙庸俗 、贪淫好色之徒 。”这段话

精辟而概括地道出了儿童审美教育的重要性 。

幼儿园美育活动包括美术 、音乐 、文学等方面的教育 。儿

童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事件 、所塑造的形象等较生动 、具体,

而且贴近幼儿的生活, 易于让幼儿喜爱 、理解和接受 。更重要

的是, 儿童文学作品中本身所蕴涵的美的因素, 也在通过文

学作品的教学传递给幼儿, 从而达到对幼儿进行美育的有效

效果 。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充分地愉悦幼儿的性情, 陶冶幼儿

美的情感, 使幼儿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并激起其对美

好未来充满热情和希望, 有利于幼儿审美能力的提高, 那么,

在儿童文学作品教学中, 如何有效地对幼儿进行美育呢?经

过几年的专题教育教学研究, 现将我们探讨的经验总结如

下 。

一 、发挥文学审美愉悦的功能, 在儿童文学作品教学中

愉悦幼儿的身心, 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

一般地 , 在幼儿园儿童文学教育中, 存在着过多地把重

点放在一些知识性东西的学习上的问题,如 ,语言的丰富 、道

理的教育等等, 而忽视了儿童文学审美和娱乐的功能 。其实,

文学最本质的功能是审美愉悦, 作为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就应

该充分发挥其审美愉悦的功能, 引导幼儿主动去感受 、发现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有趣之处, 让幼儿在“有趣之处”中去获得

愉悦的情绪体验 。我们在教育教学研究中发现,奇特 、幽默的

文学形象,加上夸张的艺术手法,是最让幼儿感到快乐的,他

们常常为这些形象不可思议的一些表现 、活动开怀大笑 。如

童话“贪嘴的狮子”中的狮子就是这样一个形象。由于狮子的

贪嘴, 吃东西都是囫囵吞下去, 以至闹出了一连串意想不到

的 、富有喜剧性的事 。在这篇童话的教学中, 老师通过幻灯图

片及夸张的动作表演, 引导幼儿感受狮子贪嘴所闹出的各个

奇特事情的情节画面, 使幼儿在这不断变化的、充满奇特的

情节及动物形象中得到愉悦与快乐 。大部分的儿童文学作品

总有一些有趣的 、让幼儿感到愉悦的语言 、形象 、情节, 老师

要注意引导幼儿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如 ,在进行故事“小猪

盖房子”教学时, 引导幼儿讨论:“你觉得这个故事哪儿最有

趣, 你听了很高兴?”幼儿有的说:“觉得大灰狼说`三只小猪

来得好,正好让我吃个饱' 很有趣 。”有的说:“大灰狼撞砖房,

头上倒撞了三个疙瘩, 四脚朝天跌倒在地上 ,真好笑 。”有的

说:“听到三只小猪往炉瞠里加火, 最后把大灰狼烧死了, 我

很高兴 。” ……幼儿在老师有目的的引导下,能充分感受到故

事所带来的愉悦 。在对故事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 教师让幼

儿表演 “小猪盖房子” 的故事, 使幼儿在参与表演活动过程

中, 更进一步地获得自我表现的愉悦情绪体验, 幼儿的审美

情趣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认为,在进行儿童文学教学中,

老师切切要记住, 不要提太多问题来压抑他们感受作品的美

及欣赏作品美所得到的快乐情感 。

二 、采取各种教育手段, 引导幼儿感受儿童文学作品的

美,培养幼儿的审美感知能力

首先, 创设情境, 引导幼儿感受儿童文学作品美的形象、

美的意境。

幼儿的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的特点, 他们大多注意审美

对象的外在美 ,对那些色彩鲜艳的 、活动的 、富有儿童情趣的

审美对象易产生美感 。儿童文学能生动形象地反映儿童生活

情境, 表现儿童情感, 儿童的天真童趣往往体现于文学语言

形象之中。在对幼儿进行文学教育时, 教师要根据内容创设

与之相适应的形象生动的非语言环境, 引导幼儿感受儿童文

学作品美的形象 、美的意境。如 ,欣赏散文“春天来了”, 老师

在朗诵时, 选择一段优美 、抒情的音乐做伴奏,同时展示春天

景物的立体背景 。这样, 使幼儿仿佛进入作品所描述的春天

的景色,感受到春天童话般的美丽 。又如 ,散文“桂花”, 教师

先用投影展示美的情境:金桂花、银桂花下,一群快乐的孩子

在嬉戏 。在听配乐朗诵时, 操作幻灯片(用抽拉式表现桂花纷

纷飘落在小朋友身上),让幼儿体验桂花飘落的动感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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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散文的后两句时, 教师在幼儿周围撒下洒满香水的花

瓣, 使幼儿充分感受“纷纷落下”的景象及理解“香喷喷的桂

花雨”。这样 ,幼儿在老师所创设的视听结合 、充满动感 、生动

形象的情境中感受到散文中美的意境 、美的情趣, 如身临其

境,接受了美的熏陶 。

其次,以情感人, 在文学教学中陶冶幼儿美的情趣,美化

幼儿的心灵 。

儿童文学作品是以语言文字表达儿童生活的美 。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感情 。在文学的教学

中, 要充分发挥文学易引起幼儿情感感受的特点, 创造情境,

应用各种手段, 把幼儿的整个心灵引入到充满神奇 、富有童

趣的文学世界里, 达到打动幼儿心灵, 唤起幼儿内在审美情

感, 陶冶幼儿美的情操, 培养幼儿良好个性品质的目的 。如 ,

散文“鸡妈妈的翅膀”, 这是一篇描写鸡妈妈爱护小鸡 、富有

亲情的散文 。教学活动前, 教师引导幼儿在动物饲养角观察

母鸡和小鸡的活动情况, 重点观察母鸡是如何照顾小鸡 。活

动中,让幼儿欣赏老师的配乐朗诵,组织幼儿看投影片,进一

步感受散文优美的意境及内容, 并组织幼儿讨论:“鸡妈妈是

怎样爱小鸡的?” “妈妈是怎样爱我的?” “我要怎样爱妈妈?”

最后让幼儿当小鸡, 老师当妈妈进行表演 。在活动中,幼儿感

受体验妈妈爱孩子的情感, 受到了一次爱的情感教育, 从而

给孩子以心灵上的美的熏陶,激发幼儿爱妈妈的良好情感 。

最后,要认真研究教材, 让幼儿充分感受文学作品的美,

提高幼儿的多种审美感受能力 。

儿童文学作品富含许多美的因素, 有内容上的美, 形象

上的美, 语言精美凝炼的美, 句式均衡的美, 各种体裁的美 ,

等等 。教师在教学时要根据教材, 挖掘 、寻找教材中美的因

素, 通过易于让幼儿理解 、接受的方式, 向幼儿介绍这些美,

引导幼儿欣赏及感受这些美, 从中提高幼儿的多种审美感受

力 。如 ,“一束鲜花”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 。教学时,老师创

设好表演场景, 引导幼儿感受散文中优美的意境, 再让幼儿

听老师的朗诵, 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及故事情节的变化吸引

着幼儿, 幼儿得到了一种愉悦的情感感受, 接着通过表演及

幼儿学习动作, 让幼儿体会文中“走”“捡”“争先恐后”“盛开”

“轻轻一钩”等字 、词的含义, 感受这些字 、词的美, 最后引导

幼儿讨论:“为什么多多该有一束鲜花?我们班有没有像多多

一样的人?你打算怎样为大家提供方便?”帮助幼儿感受帮助

同伴的行为美 。整个教学, 以审美教育为主线,使幼儿受到一

次美的教育, 对美的各种感受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三 、发挥幼儿的审美想象力, 培养幼儿表现美 、创造美的

能力

在审美过程中, 要注重满足幼儿自我表现和创造的需

要, 引发幼儿爱美的天性 。幼儿通过自身行为所表现出来的

东西, 常体现着他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和情感倾向 。审美教育

应对儿童精神生活中的这些宝贵的东西加以开发 。因此, 在

儿童文学教育中, 老师要注意提供审美实践机会, 引导幼儿

用表演 、绘画 、舞蹈 、创编等自身行动, 发挥艺术想象力, 表现

和创造出文学作品的美 。如 ,欣赏诗“春风妈妈”,老师启发幼

儿模仿诗中 “春风妈妈” 迈着轻状的步子亲亲小草 、亲亲小

花 、亲亲小河 、亲亲小树, 让幼儿在表演中学习表现春风妈妈

的优美形象, 引发美的情感。又如 ,童话故事“三只蝴蝶”, 活

动后让幼儿扮演角色 、动作优美地表现出各角色动作, 并让

幼儿通过想象动笔把故事中最美的情节画出来 。再如散文

“池塘里的音乐会”, 讲到“摇晃”这个词及讲到柳条、池塘水

以及小鱼为风娃娃 、小青蛙 、小蟋蟀伴舞时,让幼儿用动作自

由表现这些动态, 活动结束时,让幼儿在音乐声中表演全文,

活动后又引导幼儿注意观察夏天的夜景, 按照散文的结构进

行仿编 。幼儿在老师所引导的审美操作中 , 表现美 、创造美

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

在培养幼儿表现美及创造美的能力时, 还可引导幼儿围

绕原作品展开想象, 进一步理解并说出丰富形象里具有隐喻

功能的语词 。如诗歌“捉迷藏”, 引导幼儿在欣赏的基础上思

考:诗中什么语句可以看出是夜晚来临, 哪些语句是表现天

亮了?散文“魔术师”教学中引导幼儿思考:魔术师是谁, 你是

从哪儿知道的?幼儿在思考及想象中, 进一步理解这些语句

在文中应用的美, 从而促进幼儿想象美 、创造美的能力得到

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认为, 在开展的这些儿童文学审美表现

及创造活动中, 老师一定要注意提供自由宽松的气氛, 鼓励

幼儿自由创作, 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用动作 、语言

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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