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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儿童是一个人一生的基石，也是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大厦的基石。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三岁看到老”，此话似乎有点夸张和绝对，其实还是包含真理性的，说的是儿
童的心智、品格对其一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古今中外，无论是对子女负责的父母，还是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儿童的教育。
但是，林林总总的对儿童的教育，如果离开了儿童自身的本性和成长规律，其结果必定是事与愿违，
常常表现出拔苗助长的可笑。
　　如何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如何定位并确认教育活动中儿童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解放”这一口号深入人心，“人的觉醒”、“人的丰富性”等理念
越来越细化深化，尊重儿童主体性、回归生活、建构学习等儿童发展观，不仅在宏观的理论价值导向
上，而且在微观的实践操作上，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拓展。
　　然而，当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弊端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简单的认知教育与升学驱动非常顽固地把社
会、学校和家长团结在一起扭曲着儿童教育，以传授知识为重的教育，公然地僭越人格培养的教育，
不断蚕食着儿童的学习兴趣、创造天赋和善良本性。
与此同时，某些浮躁而功利的国外幼教理论的引进，严重地消解了本土化儿童教育理论的建构与批判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耽搁并误导了中国儿童教育的改革与推进。
对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忧虑，都在苦苦探索并力图作出科学的回答。
　　沈琪芳、应玲素的《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部从深入开掘儿童主体性人
手探讨儿童文化建设的新著，它最突出的亮点在于强化性地重提“诗性逻辑”这一概念，并以之为核
心工具分析解读了儿童的本性——儿童是诗意者、探索者、自由者、启迪者。
如若仅仅强调儿童主体性的“诗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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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诗性逻辑是一种原始的创造性思维，是儿童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其根本特征是通过“想象”来
创造世界。
基于儿童诗性逻辑的儿童文化具有欢愉之美、变幻之美、真诚之美、淳朴之美。
儿童诗性逻辑与儿童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因果、根本之关系。
当下，家庭、学校和社会亟待重建正确的儿童观，合力建设充满儿童诗性逻辑的中国儿童文化，让每
一个儿童得到优秀文化的滋养，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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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儿童文化天生拥有着快乐的因子，这既是儿童的天性决定的，又是儿童接受文化的心态使然。
　　首先，儿童的天性是乐观的。
“人之初，性本善”，从儿童躺在襁褓里睁大眼睛凝视着这个世界开始，他们清澈的目光在我们的世
界里快活地流淌，他们天真好奇的目光里不知烦恼为何物。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 “我向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间的思维，谓之“自我中心的思维
”。
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
同原始人一样，儿童缺乏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不能区分主体与客体，把主观情感与客观认识融合为
一，即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把世界人格化。
由于儿童是从自我出发来观察事物的，于是就产生了这种观念：万事万物都是人造出来的，为人服务
的，一切都安排得于人有利。
在儿童看来，山是供他爬的，河是为他玩水用的，太阳给他温暖，和风为他送凉，鸟儿为他歌唱，星
星送他人梦乡。
一句话，“万物皆备于我！
”儿童，尤其是幼儿，“自我中心思维”导致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幻想自己无所不能，快乐地
以为自己能够轻松地把握这个世界。
就如英国的K.杰罗姆《谈婴儿》所言：婴儿尽管有自己的罪过和错误，却也有自己的用途——的确大
有用处，他们能填补空虚的心；还有用处，听了他们的呼唤，爱的阳光会在愁云密布的脸上透露出来
；还有用处，他们的小手指能把皱纹熨平变成微笑的脸。
这些小人儿多奇妙啊！
他们是世界大舞台上不自觉的喜剧演员。
人生的戏剧太沉重了，他们为之提供幽默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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