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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家对儿童素质教育的重视，人们日益意识到艺术教育对于幼儿成长的重要性，开始对幼儿
进行积极有益的艺术教育尝试，希望借此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但因为审美教育知识不普及，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做法往往舍本逐末，追求技能培训而忽略了审美教育
对人格精神的提升。
具体到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上，更是误区不少。
　　因为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游戏等多种因素，幼儿文学成为幼儿艺术教育中运用广泛
的艺术形式。
它特殊的表现形式、纯美的意蕴和独特的美学特质使其成为幼儿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当前，学前教育（包括家庭和幼儿园）很重视幼儿文学教学，幼儿文学作品的利用率很高。
但实际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利用幼儿文学进行审美教育的少，而将幼儿文学作为智育和德育的工具者
居多，因为学前教育整合课程的很多目标都要借助文学作品来实现，幼儿文学作品主要是作为实现其
他智能目标的载体而存在的，其审美特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突出。
幼儿文学教育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些误区：无视幼儿的欣赏主体地位，重单向灌输，轻相互作用；轻视
对幼儿审美感知力的培养，重分析、轻综合，重一般感知、轻审美感知；忽视文学作品对幼儿的审美
情感的陶冶，重创造、轻欣赏；把文学作品当成说教工具，没有确立正确的审美态度，重内容、轻美
感，等等。
其结果是文学的审美性被淹没，审美价值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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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文学创作与欣赏》以培养幼儿文学的编创能力和欣赏能力为目标，以相关的技能训练为手
段，从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写作学的角度，阐述了幼儿文学的理论知识和幼儿文学创作与欣赏
的一般规律，并对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幼儿童话、幼儿故事、幼儿图画故事和幼儿戏剧等文体
的创作与欣赏进行了系统介绍。
　　《幼儿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特点：一是知识内容着眼于幼儿文学的审美特性，，构建幼儿文学基
本理论和创作与欣赏的实践相结合的体系；二是着眼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从成人与幼儿两个主体出发
，探求理论的出新；三是强调幼儿文学的教学实践指导，设置相关的实践训练和教学案例。
　　《幼儿文学创作与欣赏》适合作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专科教材，也可供幼儿园教师和对幼
儿文学感兴趣的广大家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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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幼儿文学必须是“文学”　　幼儿文学要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
即用书面语言为物质手段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因此，形象性、情感性和书面语言表现的间接性是它的本质特征，同时，幼儿文学中常配以大量的图
画。
人们容易把幼儿读物和幼儿文学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首先，幼儿读物虽然也具有适合于幼儿的特点，但它并非都具有文学属性。
幼儿读物实际上是适宜幼儿阅读（或听赏）的各种书籍的总称，其含义比幼儿文学广泛得多。
幼儿文学只是幼儿读物中的一个种类，它以文学的美感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在整个幼儿读物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
　　其次，幼儿读物的编写、创作有明确的教育立场，它是按照幼儿教育的需要来制订编写计划的。
幼儿教育的方针是“向幼儿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幼儿读物是提供相应的音乐、美
术、体育、常识、语言等教育的材料。
因此，编写幼儿读物比较注意年龄和内容的教育针对性。
幼儿文学的创作，虽然也考虑幼儿各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特点，但划分一般没有这样具体、细
致，注重的是文学性——形象的整体性、直观性和审美性，创作时不能单从某种理念、教训出发去编
故事。
那些构思简单化、公式化，语言粗糙化的东西不能归之于文学作品范畴，幼儿文学要具备文学的美感
，否则就不属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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