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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时期幼儿心理和智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抓好幼儿的教育工作对幼儿的成长意义重大*幼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对

幼儿心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选择合适的幼儿文学作品(一方面(符合孩子大脑智力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可以取

得良好的早期教育效果*幼儿心智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为了使幼儿文学教育得到更好地提升(需要将幼儿文学和幼儿心智

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进一步地阐述和分析(这对我国幼儿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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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和目的性(看似简

单的文学作品中却包含了各种情感和智慧(它用自

己多姿多彩的美学形态和内容引领孩子探索人生的

奥秘和真谛(净化孩子的心灵和情感(教会他们做人

做事的道理(给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幼儿文学是

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它在学前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能够使幼儿学习兴趣和行为习惯得到更好的

培养(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是促进幼儿心智发展

的有效途径*为此(从幼儿学前教育的改革出发(将

幼儿文学与幼儿心智发展相结合(发挥幼儿文学的

优势(促进学前教育迈向新高度*

一%幼儿心智发展的特征

幼儿的心智组成成分和成人基本相同(主要是

情感,知觉和思维等在内的精神活动*幼儿的认知

水平较低(思维活跃程度也有限(情感价值观的意识

相对薄弱(所以(在整体表现上(幼儿与成人存在较

大差异*幼儿身体,心理,智力都尚未发育完全(往

往还处于事物的表象阶段(缺乏观察力(看待问题缺

乏思考(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较差*幼儿表现形式

与成人的差异还有很多(大概包含以下几点)

$一%幼儿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感知还在起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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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观察能力有限(一般只能观察事物的表象(深

层次的观察对于他们而言比较困难*因此(在幼儿

文学的选择上(作品应尽量着重描写人物的外貌特

征(创设简单的情景(故事情节不要太复杂(避免过

多的心理活动描写(总体要符合幼儿的心智水平*

$二%幼儿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和水平非常有限(

从三岁到六岁的幼儿注意力水平从几分钟到十几分

钟不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注意力的稳定性也会

有所提高*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中(无意注意仍占

主导地位*幼儿文学要掌握幼儿的特点(在较短的

篇幅里面介绍故事内容和人物外貌特征和性格特

点(故事的发展线索要清晰明了(情节要生动形象(

表现手法要活泼(语言和篇幅不要冗长(尽量做到

简洁*

$三%对于幼儿而言(他们的记忆能力十分有限(

就算大脑记住了某些内容(那也只是强制性的机械

记忆(幼儿本身无法理解他所识记的内容*幼儿往

往容易记住有趣的,内容生动的小故事(简单押韵的

诗歌(或者是旋律轻松的儿歌(究其缘由(是因为这

些内容富有吸引力(符合幼儿的特点(能够激起幼儿

的兴趣*随着幼儿年龄增长(他们的记忆力水平会

有所提高(但是(还是不及成人*他们学会了如何回

忆自己学过的内容(这个时候(能回忆起来的依然是

那些有趣的,生动的内容*所以(生动有趣的文学有

利于幼儿记住其中的故事*

$四%思维作为心智组成的重要成分(幼儿和成

人表现有极大的不同*幼儿思维处于事物表象阶

段(并不能探索深层次的意义*幼儿到了后期(各方

面的能力会逐渐发展起来(判断事物的能力会有所

提高(从以个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周围为中心(从以自

身的主观臆断转变为客观评价(从事物的表象转变

为逻辑意义*此外(幼儿对道理的理解也从充满幻

想的童话世界转变为现实生活*因此(幼儿文学作

者要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水平(要选取生活

中的题材进行创作(站在幼儿的视觉以幼儿的语言

来进行描写(充分满足幼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二%幼儿文学启蒙和幼儿文学特点

幼儿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涵盖多方面的

内容(包括幼儿散文,儿歌,诗词,童话,戏剧,图画故

事等多种文学形式*本文围绕以上几种不同的文学

形式开展幼儿文学启蒙及文学特点分析(具体介绍

如下)

'一(幼儿文学启蒙

幼儿对文学的学习需要经历一个启蒙阶段(语

言是幼儿接触幼儿文学的第一步*幼儿在语言学习

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幼儿难以理解语言环境

和语言结构(这也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难题之一*

幼儿对语言和文字的学习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不过

这些能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幼儿文学

和"妈妈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妈妈语#是与婴儿

进行语言沟通的主要形式(对幼儿文学的启蒙具有

重要作用*

"妈妈语#是幼儿最早感受到的语言形式(具备

幼儿发音的特点("妈妈语#通过类似儿歌的形式来

进行表达(其语句和语速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往

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助于幼儿判断发音和

分辨各种各样的声音(促进幼儿心智的发展*幼儿

时期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具有这种特色(幼儿

文学作者尽量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进行文学描

写(始终站在与孩子的妈妈或者是其他长辈一样的

立场充满关爱*幼儿文学在创作方面有别于童年文

学和少年文学(应当采用孩子们可以接受的故事发

展速度和情节(以妈妈的口吻来进行叙述(给孩子带

来亲切的体验(选择适合幼儿学习的文学教材才能

最大程度地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和天赋*

'二(幼儿文学特点

#=

满怀关爱

满怀关爱是幼儿文学进行创造的基本前提(始

终要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是正在被爱着的*在孩子

的世界里(不能满足被关爱的需要(就比较难得到更

一步的发展*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关爱(孩子才

能进一步的发现世界的奥秘*幼儿文学的特点就是

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关怀和呵护(让孩子烦躁的心情

得到安慰*在-小乔逃跑了.这篇作品中(让我们看

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

'

(小乔是一只可爱的袋鼠(

生活在母亲的口袋里面(有一天他觉得生活的地方

很脏很乱(自己又懒得去整理(后来他就出走了55

这篇作品表现出孩子和大人一样(喜欢舒服整洁的

环境(小乔离家出走并不是合理的方式(但是揭示了

人的本性*因此(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强制的

压迫和教训是不可行的(要用科学的教育方式来走

进孩子的心灵(帮助孩子树立优良的品质*

!=

生动有趣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觉

的体验(更要运用多种感官参与其中*听觉的运用(

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儿歌(儿歌的歌词和旋律(在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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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海中留下印象(简单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帮助

他们学习语言(理解语言的意义(无论是歌词还是旋

律(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能满足这些特点*

以幼儿文学的几种常见文学形式为例(儿歌形

式多样(不仅节奏非常欢快(还能够让幼儿从中获得

欢乐(极大地锻炼了儿童的语言能力*幼儿诗歌中

都塑造了不同的情境(蕴含着浓厚的儿童情趣(充满

着独特的儿童想象力(表现出幼儿特有的丰富想象*

幼儿的情趣,生动活泼是构成幼儿诗的两大关键元

素(只有将幼儿的这种本性融入到诗歌的创作中(才

能够勾勒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景象(引发幼儿的共

鸣(体现出幼儿追求快乐的本质*生动趣味是幼儿

文学的关键所在(幼儿故事要想突出主题的鲜明性(

就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童真,趣味(让幼儿在欣赏后能

够获取真实的欣赏和阅读体验(从中体会到快乐*

&=

富于情境

语言的学习要和生活息息相关*在幼儿学习过

程中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场景(如(对树木的描写,

对妈妈的描写以及对动物的描写等等(这些情景描

写要是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选取孩子熟悉的情景(孩

子就非常容易理解和感知*这样能更好激发孩子的

语言学习能力(帮助孩子掌握更多的知识(促进孩子

身心发展*

A=

想象力丰富

幼儿诗歌及幼儿童话创作的共同点都是充分发

挥了幼儿的想象力(基于幼儿丰富想象力的特点使

诗歌和童话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幼儿诗中使

用的语言非常简洁(篇幅较短(但正因为融入了大量

的想象(才能够使儿童在阅读后在内心勾勒出特定

意境的图画(感染幼儿*基于幼儿实际生活而创作

的童话故事也充分运用了幼儿的幻想(迎合幼儿的

心理来描述童话故事的内容(这种特有的思维及情

感处理方法(使童话变得生动有趣(对幼儿创造能力

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幼儿散文中也充满了

想象力(使描述的事物仿佛具有生命力一样(让幼儿

透过散文感受到真实,灵活的形象(发散了幼儿的

思维*

三%幼儿文学对幼儿心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幼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幼儿的宝贵财富*

幼儿口中吟唱的儿歌,诵读的诗句,经典的童话故事

等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内

容让幼儿对生活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学会了感受

生活中美和感受真实的情感(在对内容本身的思考

过程中也提升了幼儿的思维能力(促进其大脑发育(

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心智发展需求*

'一(幼儿文学能促进幼儿的语言潜能发展

印度的狼孩(在后天的学习当中(学习了几年才

仅会四十几个词汇&

!

'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的身心

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要遵循其中的顺序性和阶

段性(错过了发展的关键期学习效果大大下降(甚至

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幼儿在语言学习时(一定要抓

住幼儿期这个关键阶段*幼儿文学中的语言是简洁

明了,富有吸引力的(幼儿文学中的故事情景充满想

象力(能够引起孩子兴趣(这些内容恰恰都是小孩子

最易理解,接受的部分*所以说(幼儿文学对孩子语

言能力的激发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幼儿语言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儿歌来训练和表

达*儿歌的特点节凑鲜明(韵律优美(幼儿学和唱相

对简单(内容也容易理解(朗朗上口*朗诵儿歌主要

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口语能力(帮助他们正确读音*

歌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训练孩子的认知和思维能

力(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现实的生活情境*

'二(幼儿文学能促进幼儿的思维能力发展

幼儿时期(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范围十分有限(随

着年龄的增长(抽象逻辑思维会开始发展(但是(发

展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而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立即

获得(需要靠特殊的方法来引导*要想达到与成人

相似的逻辑思维水平(就要靠幼儿文学来进行积极

教育*

幼儿文学中有很多经典之作(-小蝌蚪找妈妈.

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篇文章讲的是一群可爱的小

蝌蚪找寻自己亲生妈妈的故事&

&

'

(小蝌蚪在找寻的

途中碰到了很多其他的动物(碰到了鸭子(它们就问

鸭妈妈(鸭妈妈告诉他们(妈妈有着圆圆的眼睛和宽

宽的嘴巴(又游了一会儿(他们碰到一条大鲤鱼(他

们以为大鲤鱼就是他们的妈妈了(因为大鲤鱼也有

圆圆的眼睛和宽宽的嘴巴(然而大鲤鱼告诉他们(他

们的妈妈是有四条腿的动物(并不是自己!又接着游

了一段时间(小蝌蚪们碰到了一只乌龟(他们以为乌

龟是自己的妈妈(结果又弄错了(乌龟告诉小蝌蚪

们(他们的妈妈有着白色的肚皮(小蝌蚪又出发找妈

妈了!碰到了一只大鹅(这只大鹅告诉他们(妈妈穿

着碧绿的衣服(会唱歌(唱歌的声音呱呱呱的(小蝌

蚪又在水里面找了很久(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整个过程中(小蝌蚪根据其他动物的提示(都只观察

某一个方面(出现了好几次错(等到寻找的过程结束

之后(小蝌蚪们终于完完全全的知道了妈妈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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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寻找的过程中要不断思考(不断改变思维

方式(最好综合自己妈妈的所有特点进行判断(避免

出现差错*

'三(幼儿文学能促进幼儿的情感发展

教育部
!""#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指出(要从不同角度去促进幼儿情感,态度,

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情感的培养排在第

一位&

A

'

*像-白雪公主.,-青蛙王子.这类童话(描绘

出了善良可爱的公主和英俊潇洒的王子(大自然里

美丽的景色(以及最终圆满的结局(这些都有助于培

养孩子的审美情趣(让孩子具有发现美的眼睛和心

灵*童话故事都充满感情色彩(有亲情(友情和爱

情*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善良美好的(他们会遇到苦

难(遭遇险境(受到恶人们的威胁(甚至是受到巫婆

的诅咒(但是(他们都满怀乐观积极的心态(受到朋

友们的帮助(勇敢地战斗抗争(最终战胜了一切黑

暗(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童话故事帮助小

孩的情感发育(故事里的喜怒哀乐会牵引着孩子情

感(孩子的情绪体验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道德观念*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正义感(从故事

中得到启发*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接班人*用优秀

的文学作品对孩子进行教育(使其具有社会道德和

人文素养(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态度(自尊自立(自

信自强(明辨是非(知荣知耻*用正面的人物形象,

善良品质以及圆满的故事结局来感化孩子(使其对

社会充满希望和爱心(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

四%总结

幼儿时期是人一生中发展最为重要的启蒙时

期(幼儿文学对幼儿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幼儿文

学教育对幼儿心智发展和思想启蒙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

'

*采用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幼儿文学作品对

孩子进行积极的引导(不仅能够激发孩子的求知欲(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孩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而且对孩子的后继学习甚至终身发展都有着积极的

影响*

#参考文献$

&

#

'

!

冯帆
=

幼儿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

'

'

=

湖南科技学

院学报(

!"##

$

!

%)

#%?#F=

&

!

'

!

甄珍
=

幼儿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性&

'

'

=

学周刊(

!"#A

$

!#

%)

#"%=

&

&

'

!

张卫芳
=

幼儿文学作品和幼儿心智发展的关系探究

&

H

'

=

苏州)苏州大学(

!""T=

&

A

'

!

章红
=

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111幼儿师范学校幼儿文

学课程的定位与构建&

'

'

=

学前教育研究(

!""@

$

Y#

%)

$%

?$F=

&

@

'

!

朱慕菊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

^

'

=

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

#&T?#@&=

#责任编辑
!

张雁影$

%上接第
AF

页&

&

T

'

!

U04+3

(

V2)^

(

V2H=G,*4+;,-N,*7;0

(

L(+;*(-

(

,+M

2+M)-

S

4+L4,+M;042**4-,;2(+:;(,M

K

):;74+;2+U02+4:4

L02-M*4+

)

E-(+

S

2;)M2+,-:;)M

<

='()*+,-(.I,72-

<

G:

<

X

L0(-(

S<

(

#A

(

A"#?A#F

&

'

'

='()*+,-(.I,72-

<

G:

<

L0(-X

(

S<

(

!"""

$

&

%)

A"#?#F=

&

F

'

!

WZ

S

)+

(

W=

(

B(-,;

(

R=C=

(

U2.;L2

(

^=E=

(

gR*M4+

(

/=a7

J

,L;:(.I,;04*RM)L,;2(+(+V(N?2+L(74

O)*[2:0I,;04*:

0

G,*4+;2+

S

E;;2;)M4:,+MB40,92(*:

&

U

'

=U(+.4*4+L4

)

RUR\

(

8*P,+RM)L,;2(+

(

!"##=

&

#"

'施翠芳(常向东
=

高中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创造力的相

关性&

'

'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

#"

%)

#@TF

?#@F&=

&

##

'彭欢
=

父亲教养方式对幼儿好奇心的影响&

'

'

=

教育导

刊$月刊%(

!"#&

$

T

%)

%%?T"=

&

#!

'张景焕(李建全(郑雪梅(张舜(刘桂荣
=

父母教养方式对

初中生创造思维的影响)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

'

=

心

理与行为研究(

!"#A

$

!

%)

#A@?#@"=

&

#&

'王小英
=

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教学对策

&

'

'

=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AF

?#@A=

&

#A

'

U0*2:;(

J

04*D=R

JJ

4+M(*.N2++4*=G,*4+;,-L(+;*(-(X

94*;04P*,2+=

&

'

'

=/L24+L4

(

!"#"

$

$""@

%)

%%"?%%#=

&

#@

'

',L[:(+VE

(

2̀;;RE

(

I2;Z

S

4*,-M]R

(

4;,-=G,*4+;

P40,92(*

(

L02-M*4+b:;4L0+(-(

S<

):4,+ML*4,;292;

<

)

92M4(

S

,74:L()+;P);

J

,*4+;:M(+b;

6 &

U

'

=G*(L44M2+

S

:

(.;04@;0 /̀RE/2+;4*+,;2(+,-L(+.4*4+L4(+U(7X

7)+2L,;2(+:,+M2+.(*7,;2(+;4L0+(-(

S<

=!"##

)

#F

?!A=

&

#$

'张景焕(张木子(张舜(等
=

多巴胺,

@?

羟色胺通路相

关基因及家庭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

=

心理科学进展(

!"#@

$

F

%)

#ATF?#AFT=

#责任编辑
!

张雁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