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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儿散文具有短小精练 、内容生动形象 、意境优

美的特点。让幼儿学习一些简短的散文, 可以唤起

幼儿对文学作品的浓厚兴趣和求知欲望, 有利于培

养幼儿对生活 、大自然和文学作品美的感受力和创

造力。尤其是散文艺术化的语言, 对幼儿语言的学

习有着特别的意义。作品艺术的语言构成具有一般

语言表达 、理解不能达到的特点, 可增强幼儿对艺术

语言的敏感性,能积极促进幼儿综合语言能力的发

展。

幼儿散文教学的具体要求是:
1.幼儿能积极参与活动,乐意欣赏作品。

2.感受作品的语言美, 培养幼儿对艺术语言的

敏感性。
3.理解作品内容,学习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

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4.学习根据作品所提供的线索, 进行创造性的

想象,并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想象。
(二)

幼儿散文教学,重点有两方面:一是引导幼儿进

行欣赏,二是指导幼儿根据教材来模仿 、创编。教师
应根据不同年龄班幼儿的认知水平和不同作品的特

点,来确定学习重点。针对不同的学习重点又有不

同的教学方法。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配乐欣赏法
音乐是“声音艺术” , 它有组织的声音可以表达

喜怒哀乐的情感,暗示紧张 、轻松 、愉悦 、静谧等不同

的氛围,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散文词句本身就
具有韵律美,也有一定的作品形象, 给散文选配上适

当的音乐, 很容易调动幼儿积极的情绪 , 可以促进

幼儿对散文内容的理解。优美动听的音乐伴奏能烘
托散文意境 ,使幼儿感受作品的情感基调和语言艺

术美,增强散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如在欣赏散文“落叶”时, 教师在朗读过程中特

意选择一段轻巧跳跃的钢琴曲伴奏, 乐曲中半度音

阶灵巧快速的下滑生动地表现出落叶的音乐形象,

使幼儿仿佛进入了作品描绘的落叶纷纷的意境之

中。幼儿情绪被音乐所感染,学习的注意力更集中,

印象也更深刻。

2.图画欣赏法

幼儿散文作品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构成要素, 即

作品形象 、情感倾向 、艺术语言。其中作品形象可表

现为一定的画面。幼儿的思维直观 、具体形象, 把优

美的散文配上美丽的图画, 能使幼儿更直观感受作

品,增强对作品的记忆力, 理解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如在散文“钓太阳”中, 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

吻来描述“我” 垂钓太阳的情节。“我” ———一个调

皮 、可爱的儿童形象在作品中没有直接点明。通过
图画,能让幼儿感受到“我”的调皮可爱, 以及钓太阳

时愉悦的心情。

3.故事表演法
针对幼儿爱听故事 、爱看动画片的特点,事先将

散文改编为有趣的故事,利用活动教具, 让幼儿一边

欣赏故事,一边看表演。幼儿通过观看 、倾听, 很快

可以体会到散文中动人的语言 、鲜明的形象,理解散

文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接着再将故事与简短的散文

作比较,让幼儿感觉还是散文更加简练优美,从而体

会作品的风格特点。
4.活动参与法

幼儿生性好动, 年龄越小, 这个特点就越明显。

因而幼儿散文教学不应仅仅是静态的, 还必须与幼

儿的身体活动 、操作活动结合起来。 这样既可以帮
助幼儿理解散文中有关词汇和句子, 也可以使他们

进一步熟悉作品 、体验思想情感和巩固记忆。

如学习“风”时, 讲到“当树叶开始在颤抖, 风正

吹过”句中“颤抖”一词时, 教师带幼儿一起扮作树叶

作全身颤抖状,幼儿兴致极高, 很快就能理解并记住

了。
在幼儿倾听 、欣赏散文的基础上, 让幼儿表演也

是幼儿易于接受 、乐于参加的一种形式。 在表演过

程中,幼儿会自然地运用作品中的对话 、语言 、动作 、

表情来再现作品。教师可准备一些道具和简单的布
景,给作品增强形象性。

5.模仿续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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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可以学习仿编散文。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迁

移作品经验的过程。 开始学习仿编的时候, 教师在

活动前可准备(或幼儿参与一起准备)一些实物 、图

片并丰富幼儿的相关经验。这些实物 、图片或相关

经验应能围绕散文主题诱发幼儿联想。
如仿编“夏娃娃” 时, 教师提供一些与夏天有关

的单个形象的小图片,有动物类, 也有植物类的。幼

儿任选一图放在春天的背景图上,听着音乐,再进行

讲述,这样可开拓幼儿的视野, 发展其想象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
6.启发创(续)编法

幼儿进行散文的续编 、创编,较之仿编活动, 无

论是思维的丰富性 、创造性还是语言的准确性 、连惯

性上,要求都高得多。 在续编 、创编活动中, 教师应

在幼儿理解掌握原作品的基础上, 结合幼儿的认知

水平和生活经验,找出作品中可以产生联想的内容,

可启发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再仿用

原作品的词汇和结构, 创造性地用语言表达内心的

感受;还可以进行集体创编, 教师将幼儿集中在一

起,启发他们说出自己的想象, 用录音的办法现场记

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成一篇散文。

如学习“变色房子”后,教师启发幼儿:“春天 、夏

天 、秋天里新房子都发生了变化, 还有什么时候新房

子也会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小朋友很快编出

了:“冬天来了, 天空中飘下来美丽的雪花, 白白的。
金房子不见, 银房子藏在白雪中, 白极熊看不见

……”根据四季更换的变化, 小朋友还能创编“变色

树” 、“变色娃娃” 、“魔术果篮”等。

此外, 在幼儿有欣赏 、仿编 、续(创)编等各阶段

学习能力的积累后, 教师还可以教幼儿采用“音乐

———绘画———语言表达”的创编方法。 这种方法对
幼儿的音乐感受力 、绘画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只

适用大班下学期。

当然,在实际运用中, 也可以根据教材特点和幼

儿的认知水平,将不同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如在

欣赏过程中,同时配以相关的图画或表演 、优美的音
乐,让幼儿目有所见, 耳有所闻, 使幼儿进入作品描

绘的美妙境界之中, 视听结合欣赏作品。又如年龄

越小的幼儿可适当多采用“故事表演法” 。教师可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三)

在散文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具体步骤问题。

根据幼儿散文学习的层次和规律, 即对作品的理解

※迁移作品经验※扩展想象创造性运用, 一般来说,

散文教学可按以下步骤来进行。
1.积累经验 、做好课前准备

教师在选定作品之后,可组织一些相关活动, 通

过多种渠道 、手段增加幼儿的经验积累, 做好课前准

备。如学习“小雪花” 之前, 幼儿已了解水的三态变

化,观察下雪的情景(或观看下雪的录像带) ;学习
“晚霞”前介绍一些有关日出日落的常识, 观察晚霞

等等。

2.理解语言 、分清画面

教学中教师应先帮助幼儿扫除“文字障碍” , 理

解词语含义,掌握词的语境, 再帮助幼儿把握作品的

画面 、层次 、初步理解作品的内容。

如在学习“秋天的雨”时,首先应让幼儿弄清“清

凉 、温柔 、盛装”等词的含义, 理解“小朋友的脚呀, 常

常被那香味勾住了”等句子。“勾”在这里不是写实,

而是一种比拟的手法。讲解时,结合幼儿特别爱“麦
当劳”的共性, 教师启发幼儿:“你的脚呀, 是不是常

常被麦当劳的香味勾住了?”小朋友很快便领会了。

同时要帮助幼儿理清散文的三幅画面:①秋雨和秋

天的颜色;②秋雨和秋天好闻的气味;③秋雨提醒大

家做冬天的准备。

3.体会感情,把握主题

优秀的散文,总是蕴含了一定的感情, 仅理解了

其语言和画面,还远远不够。只有让幼儿感受 、把握

作品的感情脉络,才真正达到了散文教学的目的。

如“秋娃娃的信”通过“秋娃娃”将树叶写的信寄

给小动物 、小朋友, 表现了关心和爱护他人的情怀;
“变色房子”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

赞美之情。这些是隐含在语言和画面之中的, 需要

幼儿细心体察。

4.反复吟诵 、感知语言

古人道:“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
幼儿散文作品多采用重叠式的结构, 以造成一波三

折的效果。在学习时,可引导幼儿反复朗读,使他们

对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充分地品味出其中的意

境,并且为仿编 、创编打下基础。

5.迁移经验 、启发想象 、引导创造
欣赏作品以后, 教师可通过提问来启发幼儿联

想 、想象从而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作品 。同时, 引导

幼儿根据已有的经验,在心中描绘出美丽的画面, 并

大胆地 、创造性地用语言表达出来。

(作者单位:518052　深圳市南山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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