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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特殊的文学样式 , 童话不仅契合了儿童的精神世界 , 也为儿童的审美提供

了生动有趣的对象。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童话的美育功能, 把童话作为实施幼儿审美教育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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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作为儿童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 与儿童的

精神世界相契合。我国学者周作人在其《 童话略论》

中强调:“ 童话者, 幼稚时代之文学, 故成人所好, 幼

儿亦好之, 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1]童话能“ 为儿

童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愉悦, 满足儿童多种需要”, [2]其

中即包括儿童审美的需要。教师应当善于挖掘童话

中蕴涵的形式美与内容美, 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

一、童话契合儿童的精神世界

通过对童话与儿童心理的分析 , 我们可以发

现 , 二者具有同构对应的关系 , 童话在一定程度上

是儿童内心意象的表现和投射。

( 一) 童话中的拟人与儿童的泛灵思想相契合

拟人是童话中使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在童话

里 , 各种动物、植物可以人格化 , 日月星辰、风霜雪

雨、山谷河流都可以拥有人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

而这些是儿童非常乐于接受的, 因为他们具有泛灵

的思想。所谓“ 泛灵思想”是指把事物生命化的一种

倾向。儿童思维水平较低, 活动范围狭小, 知识经验

贫乏 , 他们推己及人、及事、及物 , 给一切物质都赋

予了生命的色彩。“ 泛灵思想”是儿童思维发展过程

中物我不分、主客不分阶段的必然表现 , 借助这种

思维 , 他们不会质疑蚂蚁王国里发生的战争 , 也不

会怀疑一个木偶经过一系列的磨难最终变成真孩

子的可能性。

( 二) 童话中的幻想与儿童丰富的想像力相契合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3]著名童话家陈伯吹

说:“ 如果把童话看作一种精神的‘ 物质构造’, 那么

童话也有一个‘ 核’, 这个‘ 核’就是幻想”。[4]童话借

助幻想, 把常见的人、事、物、现象进行奇妙的组合,

编织成一幅幅异乎寻常的图景。如长着鱼尾的美人

鱼, 会说话的白兔 , 会做饭菜的香肠⋯⋯这些都是

违背客观常识、生活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但

儿童对之痴迷不已。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看,

这是因为处于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而且他们的想像是天

马行空式的,“ 他们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 想到

地面下的情形, 想到花卉的用处, 想到昆虫的言语;

他们想飞上天空, 想潜入蚁穴”。[5]他们随时可以进

入幻想的意境 , 又随时可以回到现实中来 , 把积木

排成一列火车, 把蚊帐当作堡垒, 把竹竿当马骑, 一

会儿做妈妈, 一会儿又成了老师⋯⋯在儿童看来,

一切都如此自然而合情合理。

幻想不仅是儿童的首要乐趣, 也是他们自由的

标志。他们通过幻想完成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打开

了通向另一种生活的窗子 , 那里 , 有一种自由的无

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6]童话正是“ 以对童年生命的无限逼近和不断提升

为审美追求, 以浓郁的幻想色彩和童话故事的趣味

性与童年生命形态达成了天然的契合, 从而在二者

之间体现了一种浑然天成的亲缘关系, 一种审美的

双向选择。”[7]

( 三) 童话中的反复与儿童的具体形象思维相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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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具体形象思维水平的儿童获得一种知识

或经验 , 需要经过反复刺激 , 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

动力定型。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曾在《 幼儿文

学教程》中讲道:“ 学前儿童的记忆力差,对事物的认

识多依靠条件反射的强化,因此,( 童话) 往往着意运

用反复的方法。”[8]

重复能够给人以安全感, 它使幼儿不必一下子

接受太多的新异刺激 , 减轻了认知负担 , 使他们产

生舒适感。与此同时, 重复可以造就一种欢快的节

奏。对幼儿来说, 童话多由大人讲述, 是一种听觉艺

术 , 童话中的重复有利于产生一种音乐美感和“ 游

戏性的体验”。[9]如《 拔萝卜》中, 重复“ 拔呀拔呀”的

语句 , 使故事变成了儿歌 , 幼儿通常很乐于跟着重

复。此外, 重复还可以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 如“ 那

真是非常———非常远”, 与“ 那真是非常远”相比, 表

达的情感更强烈一些, 也很符合儿童叙事时惯用的

语气。

( 四) 童话中的夸张与儿童的非逻辑推理相契合

夸张、荒诞是童话的另一个基本特征。[10]在安

徒生的《 豌豆公主》中 , 公主睡在二十床垫子、二十

床鸭绒被上面 , 可是她睡得还很不舒服 , 因为她觉

得床垫子和鸭绒被下面 , 有一个很硬的东西 , 把她

的身上硌出青紫块来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夸张。

张天翼的童话《 不动脑筋的故事》中的赵大化 , 自

己几岁得问妹妹; 双脚套在一只裤筒里 , 却嚷道自

己少了一条腿; 自己刚放下的钓竿 , 说是别人遗失

的 , 最后竟然把自己的家都忘了 , 去敲人家的门 ,

而且把自己的亲妹妹也当成别人家的人。世间哪

有这样的孩子, 显然也是夸张。这种不合常规与儿

童的非逻辑推理则是相通的。处于前运算阶段的

儿童往往不关心客观原因 , 而秉持着一种任意逻

辑。童话中无所不能的宝物、极度荒诞的情节正符

合儿童这种心理 , 童话对儿童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童话中蕴涵着丰富的美

如果我们从美学角度来审视童话, 就会发现童

话蕴涵着丰富的美 , 它那变化无穷的幻想性、独特

的叙事方法、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风格 , 都为审美提

供了生动有趣的对象。

从形式上看, 童话的语言简洁明快, 形象具体。

如贝洛童话中《 穿靴子的猫》这样开头: 从前有个磨

粉匠,死后把家产留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但他的全

部家当, 只是一个磨、一头驴和一只猫。于是,老大

分到了石磨 , 老二分到了驴 , 老三分到的仅仅是一

只猫。语言清新单纯, 没有过多的修饰和铺垫。再比

如格林童话中《 白雪公主》这样描述白雪公主的容

貌: 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嫩, 又透着血一样的红润,

头发像乌木一样的黑亮。描述形象鲜活, 栩栩如生。

从写作手法上看, 童话常使用夸张、拟人、拟物

等形式 , 如《 大林和小林》中有这样的描述 : 唧唧坐

在叭哈的旁边。那二百个听差伺候着唧唧吃饭, 无

论唧唧要吃什么, 都用不着唧唧自己动手。那第一

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口里, 然后第二号听差扶着唧

唧的上颌, 第三号听差扶着唧唧的下巴, 叫道:“ 一,

二, 三! ”就把唧唧的上颌和下巴一合一合的, 把菜

嚼烂了, 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费劲。这种夸张不仅

表现于只言片语, 而且显现于作品的整体构思, 充

满了奇妙和荒诞美, 是儿童喜闻乐见的。

从风格上看, 热闹和抒情是当今童话的两大主

要特色类别。[11]热闹派童话或欢快热闹、或滑稽幽默、

或轻松诙谐, [12]如郑渊洁的《 舒克和贝塔》; 抒情派童

话则秉持一贯的对唯美诗性的追求, 表现人类对至

善至美的追求, [13]如日本女作家安房直子的作品。

从内容上看, 刘绪源在《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中指出“ 爱、顽童、自然”是童话中最常见的主题。[14]

以爱为主题的童话, 如《 白雪公主》《 木偶奇遇记》

《 六只天鹅》《 猜猜我有多爱你》等, 让孩子感受到爱

的伟大与温馨; 以顽童为主题的童话 , 如《 小飞人》

《 明希豪森奇遇记》《 阿丽丝漫游奇境记》《 彼得潘》

等等, 让儿童感受到一种狂野、蛮勇的美感, 一种冲

破束缚的自由感; 以自然为主题的童话 , 则让儿童

与大自然亲近, 让儿童生发出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的

好奇感与探究热情。

从意境上看, 优秀的童话作品无一例外都塑造

了新奇而美好的意象 , 创造了属于作者 , 也属于孩

子们的意象世界。如《 睡美人》童话中有一段饶有风

趣的、对沉睡着的生命的描写:“ 睡意向整座宫殿蔓

延。国王和王后刚一到家,走进大厅便睡着了。满朝

文武也都跟着睡着了。连马厩中的马匹、院子里的

狗、房顶上的鸽子和墙上的苍蝇也睡去了。是啊, 炉

灶里噼啪作响的火焰也静下来睡觉了。油锅里的咝

咝声停了下来。厨师正要伸手去抓犯了过失的小帮

厨的头发, 这时他也松开手睡着了。风停了, 宫殿前

面树上的叶子一动也不动。”这种意境之美往往使

孩子们如醉如痴, 不读完不能尽兴。

总之, 童话是美的文学, 能给人以审美愉悦。无

论从思想到情感再到语言, 童话都为儿童营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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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丽的童话王国, 展现了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

世界。

三、利用童话进行审美教育

目前 , 在幼儿教育中 , 审美教育主要针对音乐

和美术领域而言。童话则主要作为语言教育的手

段 , 重在达成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目标 , 它所具有

的审美教育功能还未得到充分挖掘。针对此现象,

儿童教育专家孙云晓指出 , 缺少童话这种“ 精神牛

奶”比缺钙、缺锌更可怕。[15]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也

认为优美的童话可以熏陶出丰富、美好的内心。[16]

幼儿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童话的美育功能, 把童话

作为实施幼儿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

( 一) 创设童话的环境与氛围

环境是一种塑造和强化人们行为的重要力量,

幼儿园的审美教育一定要从环境创设开始, 渗透童

话精神就是一种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物质环境的设

计上, 应该尽量体现美, 使之赏心悦目, 能够引导幼

儿对生活产生热爱。其次从心理氛围上看, 教师可

以经常以童话人物的形象出现, 给孩子以亲切感。

如有一个班级, 老师和小朋友都冠上了童话人物的

名字, 老师是超人, 小朋友有的是机器猫, 有的是小

木偶, 有的是天线宝宝, 有的是小狐狸, 每天都生活

在童话故事中 , 孩子们非常高兴 , 教育活动的效果

也很好。

儿童的天性与童话接近, 在幼儿园中打造一个

童话乐园可以顺应他们的天性, 使之自然发展。这

样的环境除了能够给幼儿带来美感、愉悦感 , 使幼

儿学会用美的眼光打量日常事物 , 直觉到什么是

美, 以及为什么美, 逐渐产生审美意识之外, 还可以

引发其强烈的自由感、求知欲和探索欲 , 培养儿童

美好、和谐、完善的心灵。

( 二) 借助童话对幼儿进行语言教育

人的语言能力在幼儿期发展特别迅速, 幼儿通

常在与人日常交往时逐渐掌握自己的母语, 但是日常

环境中的语言学习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 不利于幼儿

掌握和使用规范的语言。以童话为代表的儿童文学语

言浅显明白、优美规范, 是幼儿学习语言的极好范例。

一篇优秀的童话往往蕴涵着丰富的语言信息, 幼儿在

理解童话的同时, 也逐渐掌握了表征各类人、事、物的

词句与概念, 从中学到准确的发音, 掌握大量新鲜的

词汇和富于表现力的句式。同时, 幼儿还可以认识这

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接受社会的一些潜隐规

则, 从而有助于儿童的社会化。

当然 , 童话的学习空间绝非仅此 , 作为一种文

学作品 , 童话还饱含着深厚的内涵和韵味 , 可以使

幼儿从中体会到各种情绪和情感, 获得精彩的审美

体验 , 因此 , 当我们以童话为媒介发展幼儿的语言

能力时, 不要仅仅停留在工具性的语言教育的层面

上, 而应进行审美层面的提升。首先, 可以挖掘童话

语言的美。儿童喜爱童话很大程度上与其语言魅力

相关 , 童话的语言具体形象、准确精炼、鲜明生动 ,

适应儿童的思维水平和游戏心理; 童话的语言富含

感情 , 易于感同身受 , 可以让儿童直接进入文本传

达的情感体验世界, 满足儿童爱的渴望与对愉快的

追求。所以, 教师在把童话简洁明快的语言转化成

口语时 , 一定要注意不失其优美 , 使之能够成为儿

童学习效仿的语言对象。其次, 教师在讲童话故事

时要绘声绘色 , 努力创设一种意境 , 以感染和打动

儿童 , 使之能投入到故事情节中去 , 培养其倾听和

理解语言的能力。为此, 教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不

要过多地拘泥于词汇、句子的解释和训练 , 提太多

问题 , 作太多的强势引导 , 以免压抑或扰乱儿童感

受作品的美及由此生发的快乐情感。总之, 教师在

利用童话对幼儿进行语言教育时, 要尽量挖掘其审

美的意蕴 , 给幼儿带来愉悦感 , 以此促进幼儿语言

学习的积极性, 改善其学习效果。

( 三) 充分利用童话进行审美教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 儿童时代错

过的东西, 到了少年时代就无法弥补, 到了成年时期

就更加无望了。这一规律涉及孩子精神生活的各个领

域, 特别是美育。”[17]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幼儿

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幼儿的美感和审美能力的途

径很多, 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 以童话为核心

的儿童文学是其中比较全面的一种艺术形式。童话中

所反映的事件、所塑造的形象生动、具体, 贴近幼儿的

生活, 易于让幼儿喜爱、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 童

话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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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和希望, 有利于

幼儿人文素养的提高。

幼儿园利用童话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时要注

意以下几点 : 首先就选择作品来看 , 可以多选择充

满趣味的作品, 如《 吹牛大王历险记》《 长袜子皮皮》

等, 虽然教育意义不明显, 但却是幼儿非常喜爱的。

这些作品可以充分发挥文学审美愉悦的功能, 在欣

赏活动中活跃幼儿的身心, 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

其次 , 教师要充分挖掘童话中的情感因素 , 创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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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以情感人, 以此达到打动幼儿心灵、唤起幼儿内

在审美情感、陶冶幼儿美的情操的目的。第三, 童话

中美的因素很多 , 包含意境、语言、形象、情节等方

面, 教师要通过幼儿易于理解、接受的方式, 努力引

导幼儿充分领略其中蕴涵的美, 提高幼儿的多种审

美感受能力。第四, 活动中要发挥幼儿的审美想像

力, 培养幼儿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为此, 教师要

尽力为幼儿提供审美实践的机会, 鼓励幼儿自由创

作, 发挥艺术想像力, 表现和创造出童话的美, 甚至

创作自己的童话。第五, 应当把童话与其他审美教

育形式如音乐、美术、舞蹈等相结合, 在幼儿园倡导

生态式幼儿艺术教育的基本理念, 让幼儿深刻体会

各种审美形式的融合与统一。

总之 , 童话是孩童的“ 恩物”, 在儿童发展早期

有着启蒙教育的功能, 它可以用自己多彩多姿的美

学形态和内容为幼儿建造起一幢美学大厦, 使孩子

们在充分享受文学的乐趣、尽情遨游神秘世界的同

时, 发展其知、情、意、行, 培养其最初的道德情操和

审美体验。因此, 教育者要尽力为幼儿打造童话的

乐园 , 以培养幼儿良好的人文素养 , 促进幼儿的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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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of Fairy Tales
Yan Chunmei

( Education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Fairy tales are a sort of special literature modality. They coincide with children’s mental world.

They could be the vividly and interesting object of children’s aesthetic activity. Thus, teacher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fairy tales in aesthetic education o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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