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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继敏女士又一新著《幼儿文学鉴赏》将出版，嘱我为序。
我对幼儿文学很不了解，下不了笔，原拟辞，未想女士坚请，也只好应了，心想说说题外话或许也行
吧。
　　我与任继敏早就认识，算起来有十八九年了。
那时她在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读本科，我讲中国现当代文学。
有天任继敏来找我，说学院云帆文学社想办一个刊物，要我指导一下怎么编。
我以前编过刊物，其时虽已洗手教书，看来学生还是知道的。
那就指导一下吧，顺便多接触接触学生，对教学也有好处。
但好像只“指导”过一回再无下文，什么原因想不起来了。
不过我对那个脸圆圆的总带着微笑的文学社社长是记住了，记住了她爱文学，而且好学。
　　毕业后任继敏回了昭通，几年无联系。
有天突然收到信，说写作的事。
这让我高兴，看来她爱文学是真的。
我一向认为大学中文系难出作家，即使像西南联大那样的精英摇篮也如此。
但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拿得起笔来，诗歌、小说、剧本不一定要会写，但要会写论文，会写散文。
不会写论文怎么做大学老师？
‘不会写散文怎么教中学生作文？
这两样不会就说不过去了。
如今见任继敏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能不高兴吗？
当然回了信，说些什么忘了，大约鼓励之类的话是少不了的，记得好像还交代了些怎么投稿之类的细
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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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审美教育的角度介绍了幼儿文学鉴赏的独特之处，阐述了幼儿文学鉴赏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并
对儿歌、幼儿诗、幼儿散文、幼儿童话、幼儿故事、图画故事、幼儿寓言和幼儿戏剧等文体如何进行
艺术鉴赏进行了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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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继敏，云南昭通人，昭通师专教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写作学和幼儿文学审美教育研究，在《学前教育研究》、《学前教育》、《中国教育论坛》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中国科学学报》、《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幼儿文学审美教育方面的论文十多篇，在其他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诗歌语言审美和作文教学方
面的论文十多篇，共计二十余万字。
已出版专著《幼儿文学创作》，三十余万字。

    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二十余万字。

    曾获第二届中国教育教学创新成果一等奖，2005年度“滇池文学奖”入围奖，第三届昭通市文学艺
术成果三等奖，并多次获校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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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
艺术家通过艺术创造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
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
除审美价值外，艺术还具有其他社会功能，如认识功能、教育和陶冶功能、娱乐功能等。
对艺术的不同功能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其优势：艺术的社会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认识自然，认
识社会，认识历史，了解人生，它不同于科学的认识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受
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不同于
道德教育；艺术的娱乐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满足审美需要，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快感，它不同
于生理快感。
由于艺术教育的独特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种综合性艺术教育思潮得到逐渐发展和壮大，至20世
纪9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艺术教育的主流。
实际上，它是对下面两种观点的综合和超越。
　　第～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从艺术中学生可以学到有关我们自身和世界的知识、
观点.体验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不能提供和代替的。
因此，艺术教育是公民教育必不可少的、关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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