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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幼儿文学教程》是一部从当代幼儿文学研究的专业视野出发
，围绕幼儿文学的发生、概念、性质、特征、文化语境、主要文体、功能意义及其阅读和教学应用、
研究展开系统论述的幼儿文学教材。

　　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基础理论”重点阐述幼儿文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中编“主要文体”介绍六种主要的幼儿文学文
体的概念、历史、分类、艺术特征等，下编“阅读与教学”阐述幼儿文学在实际阅读和教学活动中的
应用问题。
全书以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的先进理念为支撑，在内容上突出了对于幼儿文学理论知识和应用实践的
系统呈现，基础性与前沿性并重；在体例上突出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运用研究的循序渐进的
特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专科幼儿文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教
材和自学进修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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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委员，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主编，意大利《教育史与儿童文学》杂志国际学术委员；
著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儿童文学的
审美走向》、《无边的魅力》、《童年·文学。
文化》、《寻凰心灵的诗意》、《享受图画书》等个人著作十余种，出版有《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
集》（四卷）、《儿童文学教程》等；选评有《最佳幼儿文学读本》、《最佳儿塞文学读本》、《最
佳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等，获“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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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我们能够在为孩子读书的过程中，让他们也一起坐在图书面前，看着大人一边
翻页，一边将书上的文字逐一念出，那么它会令幼儿对语言和文字的“魔力”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在
幼儿心里激发起对于掌握文字阅读和语言运用的某种奇妙的内在愿望。
在这样的内在情感驱动下，幼儿将开始关注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与他们所看到的文字符号之间的特殊关
联，并尝试把握住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
这个时候，幼儿独立阅读的欲望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因此，对于幼儿文学图书的合理使用，可以成为促进幼儿从“听”向“读”的语言能力发展的一个重
要途径。
在奥地利作家涅斯特林格为低幼儿童读者所写的“弗朗兹”系列儿童故事中，有这么一则幽默的故事
：还没开始学习识字的男孩弗朗兹，为了在他的小女朋友佳碧面前保住面子，决心要向她展示自己识
字的本领。
他让保姆把读故事的声音录下来，对照着图书一遍遍地播放，居然记住了整整三本幼儿图书的内容，
并能够指着上面的文字，一个一个地读下来。
这个虚构的故事反映了幼儿在内心愿望的驱动下所具有的真实而又强大的语言潜能，也暗示了幼儿文
学读物在幼儿语言学习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些图书富于韵律性的语音和结构，最有助于激发幼儿对语言的天然兴趣。
对我们来说，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富于韵律性的幼儿文学作品来促进幼儿从“听”向“读”的语言能力
的发展，也是幼儿文学听、读应当致力于完成的一项任务。
 第三节 幼儿文学的游戏性 幼儿文学的游戏性是指幼儿文学从内容、语言、体式到内在精神，都体现
了一种与幼儿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特性。
幼儿文学的艺术始终与游戏特有的快乐、自由的愉悦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幼儿文学就是一
种特殊的幼儿游戏。
 一、幼儿与游戏 “游戏，几乎就是童年的象征。
”①对幼儿来说，生活就是游戏，而他们的游戏也就是生活。
游戏是幼儿的一种本能需要。
这一需要在幼儿的生命之初，就已经铭刻在了他的精神之中，它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地球生物
体遗传编码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许多动物都会在幼年期表现出某种游戏的本能，而我们人类直至成年期仍然对游戏保持着
内在的狂热，尽管这些游戏在形式上截然有别于儿童游戏。
游戏对幼儿来说不是一种剩余精力的简单耗费，而是包含了学习、创造和娱乐层面的多重意义。
 1.游戏是一种学习 就像小猫、小狗通过游戏来学习未来的生存技能一样，儿童也通过游戏模仿和学习
成人世界的规则。
我们看到儿童在过家家等游戏中进行外在世界的各种角色扮演，并在这一实践性的扮演中温习和巩固
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各种认知。
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这样说：“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
做游戏的方法。
”①高尔基也说过：“游戏是儿童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儿童游戏“具有与成人的活动、工作和服务同样重要的意义。
儿童在游戏中怎么样，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在工作中也多半如此”。
② 幼儿早期游戏所指向的往往是一种认知性学习。
3岁前幼儿一般是从观察他人游戏开始，逐步进入到独自游戏阶段。
这一时期，他们自己的游戏通常需要一些具体的游戏物（玩具）。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仔细地察看游戏对象，动用触觉、听觉、视觉甚至味觉来认识和熟悉它们，以“假
装”的方式为它们安排想象性的扮演。
在这样的过程中，幼儿需要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感知觉以及观察、注意等基本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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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看到幼儿捧着一个简单的新玩具，仔细观察和琢磨着它的模样，重复着它的功能，完全沉浸
在自己的游戏世界中。
这一时期，即便在游戏时有其他幼儿参与，他们所关注的也是具体的游戏物，而不是身边的玩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幼儿文学教程>>

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幼儿文学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专科幼儿文学课
程教材，也可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和自学进修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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