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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中国古代神话的幼儿教育价值探析

何惠丽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甘肃成县　７４２５００）

摘　要：神话是人类思想的精神源头，幼儿期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神话与幼儿教育联系最为紧密。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思想源头，其对开发幼儿的想象力、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以及对幼儿进行自然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教育有特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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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是远古人的原始思维

对社会和自然的幻想性解释，是人类在不发达的社

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原始人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下无法解释风雨雷电等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时，他

们就幻想在这强大的自然力背后，有一个能掌控和

驱使自然的人，那就是“神”。人们凭借幻想去描述

神的行为和生活，并由此产生了神话。［１］因此，神话

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是早期人类原始思维的产

物。［２］随着社会发展，神话的内容不断扩大，逐步发

展到对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诞生以及各种自然、社会

现象的解释与说明。

神话是对人类童年时期自然天性的彰显，是初

民对自然万物孩童般地原始理解，是人类思维发展

过程的最初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最早的思

维模式阶段是神话思维。而在皮亚杰的儿童思维发

展理论中，他认为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２—７岁）

已经能使用语言及符号表征外在事物，强烈地以自

我为中心，主、客体尚未完全分化，想象与现实分不

清楚常常混淆，体现出形象思维、泛灵观念。由此可

见，神话思维的模糊性、混沌性也是幼儿思维的典型

特征，神话思维特点在本质上与幼儿自我中心思维

特点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所以，原始的神话思维

和幼儿的精神世界十分契合，使得原始文化对幼儿

的教育功能得以实现，成为我们研究神话的幼儿教

育功能的基石。

幼儿期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早期阶段，也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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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个体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阶段，所以，这一时

期极其需要教育的正确引导。而神话这一独特的文

化形态，由于与幼儿思维的相通性使其对儿童发展

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

中国古代神话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孕育

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仁爱善良、热爱和平、不屈不

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

宝，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观念，“盘古开天辟

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刑天

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神话以其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一直广为流

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实

践层面上，神话与教育联系最密切的是与幼儿的联

系，神话对幼儿教育具有特殊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以

下五个方面：

一、充满奇幻色彩的古代神话，有助于开

发幼儿的想象力

中国古代神话是上古时期先民丰富想象力的集

中体现，这些神话故事常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呈现充

满奇幻色彩的情节，符合儿童富于想象、极度好奇的

心理特征，深受儿童欢迎。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

神话有助于开发儿童的想象力。马克思说，“任何神

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

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３］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

有充分的体现：盘古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女娲炼五色石以补

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

止淫水；后羿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

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断修蛇于洞庭，擒封于

桑林；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

东流注于河；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

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

杖，化为邓林；月宫中住着嫦娥，陪伴嫦娥的有蟾蜍

和玉兔，还有长得高高的桂树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

想象简洁明快，情节生动有趣，充满奇幻色彩，有强

烈的感染力，既拓宽了幼儿的视野，又留给幼儿无穷

的想象空间。［４］

二、古代神话能满足幼儿好奇心的需要，

有助于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获取诸多知识

经验

幼儿正处于生理和心理迅速成长时期，对未知

世界充满好奇，喜欢探究未曾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上古时期神话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风雨雷电、日月星

辰等自然景观及对各种神灵、万物的夸张想象，其多

样的题材、变幻的场景、开阔的视野给儿童认识世

界、了解世界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浅显的语言、典型

的形象、生动的讲述，无疑可以激发幼儿的阅读兴

趣，引发幼儿强烈的探求知识的欲望。一个个神话

故事就如装满了宝物的百宝箱，不倦地替孩子解疑

答惑，使幼儿得到许多来自生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

增长知识，发展智力，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５］

三、中国古代神话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与儿童泛灵论的契合，有助于对幼儿进行科

学的自然观教育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

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的信念，也是

原始人神话思维中产生的一种重要观念，这种朴素

的自然观认为“万物与我同为一体，万物皆有灵性”，

就如同皮亚杰的儿童泛灵论一样，皮亚杰在研究儿

童思维过程中发现，前运算期的儿童处于主观世界

与物质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对事物之间的物

理因果关系和逻辑因果关系一无所知，所以，思维常

是泛灵的，他们对生命物体做出的解释都是从自我

出发的，赋予万物以人的观念，把无生命物体看作是

有生命、有意向的东西，比如在幼儿的世界里日月星

辰、江河湖海以及他们所有的玩具等都是有生命的。

可见，儿童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就如原始先民

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一般。

古代神话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儿童的泛灵论认

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套用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是：

“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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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友谊”。但是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索

取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自然给人类的惩罚

也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对这些惨痛的现实

和教训，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只

有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人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自己。因此，古代神话中蕴含的自然观对于儿童认

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大禹以疏

导的方式，顺应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让百川入

海，而治水成功，引水灌溉，造福百姓的例子；也有

《山海经》之《东次四经》中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介

绍，“有一种兽，形状似猪，有牙，名叫当康，它的叫声

好像自己呼喊着自己。如果哪里发现当康，哪里就

会农业丰收”。由此可见，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生命

是平等的，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应当互相帮助，和谐

共处。这些思想对于幼儿从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自然观以及从小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都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蕴含的传统伦

理道德观念，有助于对幼儿进行道德观和价

值观教育

各国的神话都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紧密交织在

一起，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中也渗透着传统的

伦理道德观念，如公正无私、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

等修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昂扬锐气；厚德载物、达

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见义勇为

的英雄气概等等，幼儿期的孩童心智发展处于初始

阶段，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尚未成熟，在行为习惯上

具有很强的模仿性和可塑性，因此，这个时期是幼儿

良好道德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神话中对那些具有

高尚情操的道德楷模的描述，以象征、夸张的表现手

法把人类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告诉幼儿，给他们树立

了一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幼儿通过这些神话

故事会获得无意识的教育，进而指导幼儿的行为，当

遇到类似情景时，能够促使幼儿做出正确的道德行

为选择，并对儿童以后的道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五、通过阅读神话故事，激励幼儿热爱民

族文化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孕育了

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

的文化遗产。古代神话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文化

精神，制约着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影响着民

族的文化走向及社会发展。在华夏文明的演进历程

中，神话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

必然不可忽视这一重要资源。［６］每个炎黄子孙在幼

儿时期就应该意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

族文化的精髓和营养。神话中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一

切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如盘古垂死化身

激励我们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女娲造人讴歌永恒

的母爱主题；伏羲开辟文明之路，神农率领先民播五

谷、识医药等等，通过对神话故事的阅读及神话人物

的认识、了解可以促进幼儿对民族文化的感悟和热

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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