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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文艺是用各种儿童文艺形式来反映

科学内容，适合儿童阅读和欣赏的作品样式。 在儿

童文学形式多样的体裁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它承担着向儿童播种科学种子的重任。

儿童科学文艺的文本不是单薄的平面展开，而是一

个多层面的立体构造，带给读者多样综合的审美感

受，它以独特的文本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儿童读者。

一、准确严谨的科学知识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儿童科学文艺虽然是一种文艺作品，但它的作

用是向儿童传播科学道理、介绍科学知识、展现科

学发展状况， 严格的科学性是儿童科学文艺的灵

魂。因此，它的文本展现必须以准确、严谨的科学性

为基础。

在儿童科学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很多科幻作

品是对未来的科技做出许多大胆的设想，由于作者

遵循儿童科学文艺文字表达严谨的特点，是在符合

科学原理和科学发展规律下，对科技做出的种种设

想，不但给当时的读者带来奇幻的享受，甚至有的

设想在将来还能变成现实。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在

他的作品中预言人类能潜入水底，登上月球，在他

幻想的一百多年以后这些都实现了；叶永烈的儿童

科学幻想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通过小记者小灵

通漫游未来市的所见所闻，对未来人们的衣食住行

作全景式的“扫描”：人们可以在雨中漫步而不需要

借助任何的遮雨工具；使用的是可以看到对方“电

视手表”，老爷爷的眼睛里装上镜片，而不需要戴老

花镜；……这些在作品发表的年代听起来似乎天方

夜谭的事，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符合科学原

理和科学的发展规律，对如今的人们来说，有的已

经变成现实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的正慢慢变成现

实，那时候对未来的设想正逐渐变成我们的今天。

儿童科学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科学内容丰富，涉

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古至今延伸至未来，从天上

到地下，从高山到海洋，天地万物，无所不有，它以

准确、 真实的文本魅力引起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体验了作品严谨的美感， 让孩子认识人类征服自

然、掌握科学的艰难过程和伟大力量，为他们叩开

科学大门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生动传神的文学表达成就感性的文本语象

在儿童科学文艺文本中，要使相对枯燥的科学

知识得到读者的接受， 就离不开文学形象性的表

达，而不能使用科学的思辨用语。 德国美学家施莱

尔马赫说过：“思辨和诗尽管都使用语言，但两者的

倾向是对立的： 前者企图使语言靠近数学定理，后

者却靠近形象。”①儿童科学文艺以生动传神的文学

表达成就感性的文本语象，这种的结构方式使文本

立体的结构 多样的美感

———论儿童科学文艺的文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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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科学文艺文本不是单薄的平面展开而是呈现出立体的结构模式，儿童文学作家以准确严

谨的科学知识为文本基础，让迷人的趣味性渗透其中，通过对语言的营构，以生动传神的文学表达成就感

性的文本语象，又将自身的主体精神投射、传递到文本的深层，使文本具有丰富多彩的认知性，造就文本语

象层与意味层纵向联系的构造模式，带给读者多样的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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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文学形象性的特点。

前苏联科学文艺大师伊林认为，儿童科学文艺

要用艺术家的眼光观察世界，把科学素材同诗意地

感受世界结合在一起，这样儿童在获得科学知识的

同时，也能得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享受。 儿童科学文

艺形象性不是靠平淡的描述来完成的，而是要善于

进行艺术构思，把对抽象的科学知识的解释和虚构

的故事揉合在一起，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细致逼

真的细节和绘声绘色的语言，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

塑造感性形象，使儿童科学文艺文本表现为感性的

语象。在孙幼忱的科学童话作品《“小伞兵”和“小刺

猬”》 中， 作者把蒲公英和苍耳形象地称为 “小伞

兵”、“小刺猬”， 既符合这两种植物的最显著的特

点，又富有文学色彩。 作品以好朋友“聚—散—聚”

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绘声绘色的语言使作品富有浓

郁的文学色彩， 使科学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开掘，得

到完美的表现， 无疑使文章充满了感性的认识，让

读者轻松认识了蒲公英和苍耳这两种植物。

在高士其《我们的土壤妈妈》这首优秀的科学

诗中，以拟人方法把土壤形象化：“她是地球工厂的

女工”、“她是矿物商店的店员”、“她是植物的助产

士”、“她是动物的保姆”； ②在这一组文字后面实实

在在地隐含着一连串儿童生活中熟悉的形象：女

工、店员、助产士、保姆……儿童读者在文本的阅读

中就容易明白土壤的作用是分解有害物质，制造有

机物，为动植物提供养料，帮助它们生长。多种修辞

方法的运用能把抽象的科学概念化成生动的语言，

这样理性的科学知识变成感性的人物形象，使儿童

读者在文学氛围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科学知识。

儿童科学文艺作品以准确严谨的科学知识为

文本基础，经过作家对文字、词组、句子匠心独运的

文学表达后， 成就了儿童科学文艺感性的文本语

象，营构出虚幻而又具体可感的艺术世界，使儿童

科学文艺作品既有严格的科学性，又有生动的文学

形象性，带给读者精彩纷呈的美感体验。 虽然科学

性偏重于抽象思维，讲究严谨，文艺性偏重于形象

思维，讲究浪漫色彩，但由于作者恰当地运用文学

的表现手法， 使科学性的知识得到完美的表现，体

现了科学与文学的水乳交融。这种文本的独特性使

儿童科学文艺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凸显出来，明显

区别其他的儿童文学文体。

三、丰富多彩的全面认知彰显多重的文本目的

儿童科学文艺的文本完成仅仅是作家构造的

结果，是读者接受有可能的现实起点，儿童科学文

艺的文本目的是经过读者的读解和欣赏，达到读者

认知的目的， 这种认知不是单纯以传授科学为目

的，而是蕴含一定的思想，有时是通过对客观事物

的科学阐述，向儿童解释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有时

是通过作品传达对待科学的思想态度。桑塔耶那认

为：“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

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

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

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 ”③

在儿童科学文艺的文本中这表现为知识性的认知

和思想性的认知，即通过儿童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

对文本整体意义的把握，深入儿童科学文艺文本结

构的另一个层次———意味层，多重的文本认知目的

造就文本语象层与意味层纵向联系的构造模式。

儿童科学文艺介绍的题材非常广泛，各个领域

的知识都可以通过这种的文学形式传播，从儿童科

学文艺作品文本中孩子能获得科学知识的道理，人

们都能认识到，但儿童科学文艺文本提供的不仅仅

是读者对文本语象层的感知上，它还为读者提供了

必须通过理解和品味深入文本结构的意味层———

思想性的认知。 这种思想上的认知，它或者表现一

种哲理，或者颂扬一种人类美好的精神，人们在重

视孩子从中获得各种知识信息的同时，往往会忽略

了科学文艺作品文本思想上的认知作用。

如科学童话《小蝌蚪找妈妈》，在文本中通过语

象层的展现，儿童不仅了解了蝌蚪成长为青蛙的过

程，还认识鱼、蟹、龟等动物的不同特征，获得了对

自然科学知识的认知。 在小蝌蚪曲折寻母过程中，

还给小朋友传达了这样的人生哲理：认识一个事物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教育孩子对待问题要全面看

待，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同时让孩子明白，如果小

蝌蚪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中途放弃那

就找不到妈妈，启发孩子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应该

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就是读者在阅读中达到文

本隐藏着的意味层———哲理上的认识。

作为潜在的可能审美空间，意味层有待欣赏者

审美理解力的介入与参与，儿童科学文艺文本中意

味层的体现，不是作品中标语口号式的说教，也不

是外在的赋予和标签式的强加，而是渗透在作品中

需要孩子在阅读中去理解、体会和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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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人入胜的趣味性始终渗透文本结构

儿童科学文艺文本的认知性是丰富的，儿童通

过阅读儿童科学文艺来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往往是

通过作品的趣味性来实现的。如果儿童科学文艺作

品做到生动有趣， 就容易对孩子产生强大的吸引

力，使他们感受到阅读带来的愉快享受，更容易达

到认知的作用。 因此，在儿童科学文艺文本中引人

入胜的趣味性渗透文本始终。

前苏联科学文艺作家伊林说：“只有枯燥的叙

述，没有枯燥的科学”④优秀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品，

必须充满儿童情趣，它决不只是仅仅告诉儿童某些

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趣味盎然的情境

中，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会到，科学世界并不是枯

燥无味的，而是十分有趣充满奥秘的。

儿科学文艺文本的趣味性体现，一方面来自科

学知识本身。 科学世界包含着许多新鲜、 有趣、生

动、形象的知识，这些知识能使读者产生一种“新奇

感”而觉得饶有趣味。 儿童科学文艺作家在创作中

常常能够发掘科学知识中的趣味，鲁克就是这样的

一位作家，他用《小锡马和白银公主》的故事来说明

锡在高温下会变脆， 遇低温会变成粉末的自然现

象；用《苔鲜姑娘的烦恼》来说明酸雨形成的原因及

危害……这样的科学文艺作品不是乏味的说教，而

是注重了所写知识的趣味性，把读者带进一个个崭

新的知识领域。

儿科学文艺文本的趣味性，还可以通过作家对

童趣心理的把握来展现出作品的趣味性。在伊林的

《隐形人》，他把风拟为隐形人：“你以为只是在童话

世界里才有隐形人吗？ ……今天在我们的院子里，

他把挂在绳子上的衣服带走，把孩子头上的帽子摘

掉，在房间里，把桌上的报纸扔到地上。”⑤这是一篇

适合孩子认识大自然的作品。风本为自然界的一种

现象，是地面的高低气压差形成的空气运动，但在

这段描述中，作者却紧紧把握住童趣心理，利用儿

童探奇的好奇心把风拟成隐形人，概括了风这位隐

形人无形的特征和以及无处不在的活动，把无形的

风写成了一个活泼、好动、顽皮的孩子的形象。以这

样的方式告诉孩子关于风的知识，就容易使孩子产

生认同感引起阅读的兴趣。

引人入胜的趣味性渗透儿童科学文艺文本，贯

穿于阅读和欣赏整个审美过程之中，儿童科学文艺

只有营造生动有趣的氛围，才能对儿童产生强烈的

吸引力，让他们感受到欢快和愉悦，从而使他们在

饶有兴趣中产生探求科学知识的积极性，达到作品

认知的目的。

儿童科学文艺文本是立体的结构，儿童文学作

家以准确严谨的科学知识为文本基础，让迷人的趣

味性渗透儿童科学文艺文本， 通过对语言的营构，

以生动传神的文学表达成就感性的文本语象，又将

自身的主体精神投射、传递到文本的深层，使文本

具有丰富多彩的认知性。语象层与意味层呈现出纵

向联系的文本构造模式，儿童科学文艺文本的这种

文本结构方式使各个层面相互承接完美叠合，形成

了作品整体化的综合审美效应，能更好的传递科学

知识， 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启

发儿童读者的求知、探索和创造精神，提高儿童和

青少年的科学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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