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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原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师资处组织编写，供小学在职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小学教育专业
文科方向使用。
现本教材已作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并向全国推荐使用的“小大专”教材之一。
　　设置小学在职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是以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为指导，旨在全面提高小学教师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专业知识、教育理论、教育教学能力
、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等素质，建立一支适应21世纪初等教育改革发展和需要的新型的小学师资队伍。
　　编写小学教育专业的教材，力求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小学在职教师的特点出发，体现时
代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师范教育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的应用
性和针对性。
编者在编写时尽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并渗透到各课程教材中去；在专业知识体例安排上，注意
与中等师范及高等师范本科阶段知识结构的衔接；在综合知识方面，针对小学教师既有明确的学科定
向，也能兼教其他学科的需要，加强基础，拓宽知识面；在教材的编排体例上，根据小学教师在职、
成人、师范教育的特点，安排了学习提要、思考与练习、参考资料等，便于学员业余进修及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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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三编，第一编是阶段论，论述了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第二编是文体论，
论术了儿歌、儿童诗、儿童故事、童话、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报告文学和儿童戏剧文学的
特征、分类和创作；第三编是鉴赏论，论述了儿童文学批评、鉴赏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儿童文学评论的
写作。
《儿童文学引论（文科方向）》从小学教师成人、在职的特点出发，内容设置精练，文笔清通，实用
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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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历史故事　　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叙述对象的故事称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必须有史实根据。
例如中国作家林汉达曾著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两汉故事》等，都是以史为线的历史故
事集。
还有一些是以某个专题为线而编著的，如《历代科学家的故事》、《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故
事》等。
再有以某一著名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如《太平天国的故事》、《上海小刀会的故事》等。
以历史人物为叙述对象的有《黑旗宋景诗》、《鲁班的传说》等。
　　历史故事的阅读对象一般是小学中年级以上的少年儿童，它是向孩子传授历史知识的故事样式，
有利于扩大孩子的知识面，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三、生活故事　　生活故事的现实针对性很强。
儿童生活故事多以儿童的生活或者与儿童生活有关的事件为叙述对象。
一般说来，生活故事中不用夸张手法、神奇魔法，不创造幻想世界，当然也不出现拟人化了的事物，
但有些供幼儿阅读的生活小故事却是例外。
如《小羊要吃草》说的是一个孩子不肯擦耳朵，结果耳朵后面的污泥愈积愈厚，一颗草籽落在上面，
长出一根草来，被一头羊看见了，羊要吃草，孩子害怕，就在前面跑，而羊就在后面追。
故事虽然使用了大胆的夸张的手法，但总体上看来，还是取材于孩子的日常生活，因此还是要算作生
活故事。
　　生活故事使孩子感到亲切。
孩子们在故事中见到了榜样，会产生学习仿效的愿望；见到了有不良习惯的同龄人，会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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