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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角色与作用分析
赵宪静

聊城市莘县俎店镇中心小学，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语文课程的一部分，还是培养学生语言能力、阅

读能力和审美情感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分析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角色与作用，并探讨其对学生综合素

养发展的积极影响。通过深入研究儿童文学的价值，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利用儿童文学来促进小学生的语文

学习和人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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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儿童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它不仅富有教育性质，还具备娱乐性和启发性，

能够引导学生探索语言的奥秘，感受文学的魅力。在小

学阶段，语文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阅读能力和审美情感。儿童文学作为

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独特的机

会和资源。本文将深入探讨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角色与作用，探讨它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和阅

读能力，以及如何促进审美情感的培养。

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角色

儿童文学是指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以儿

童为受众，通过文字、图画等多种形式传递故事、情感

和思想，旨在满足儿童的审美需求、培养其语言能力、

阅读能力以及道德情感。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

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语文素养的培

养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从儿童文学的定义与范畴、儿

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以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融

合等方面，详细介绍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角色。

儿童文学是一种专门面向儿童读者的文学体裁，其

内容、形式和风格都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儿童

文学的范畴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研究以及儿童

文学教育。儿童文学作品通常包括儿童小说、童话故事、

诗歌、绘本等，这些作品以儿童的成长、体验和情感为

主题，通过文字和图画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儿童文学

不仅具有娱乐性，还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儿童文学可

以培养儿童的语言能力。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儿童

可以接触到丰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提高他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儿童文学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阅读儿

童文学作品可以提高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培养他们的

阅读兴趣和习惯。此外，儿童文学还能够培养儿童的审

美情感，通过文学作品的欣赏，儿童可以感受到美的存

在，培养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品味。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融合是一种重要的教

育方式。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

力和阅读能力，而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

效途径。教师可以选用适合学生年龄和水平的儿童文学

作品，作为教材，用于阅读课堂和语文教学。通过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和语言表达，可以帮助学生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儿童文学还可以用于

道德教育，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教

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

教学中的角色是多维度的，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

能力和阅读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感和道德情

感。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儿童文学的

运用，通过精心选择和解读文学作品，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2 儿童文学对语言能力的促进

儿童文学作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体裁，在促进

儿童语言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精心编写的

儿童文学作品，儿童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能

够增强词汇积累、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本节将详细介

绍儿童文学对儿童语言能力的促进作用。

儿童文学作品中常常包含丰富多彩的词汇，这些词

汇往往是儿童在平常的语境中不容易接触到的。通过阅

读儿童文学作品，儿童可以扩展词汇量，学习到新的词

汇和表达方式。例如，在童话故事中，儿童可能会遇到

各种奇特的生物和情节，这些新颖的词汇将激发他们的

兴趣，促使他们主动去了解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儿童文

学作品常常包含着复杂的情节和多维的人物关系，这对

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挑战。通过阅读这些作品，

儿童需要不断分析情节发展、推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

从中获取信息和思考。这种阅读方式培养了儿童的逻辑

思维和阅读理解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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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通常富有想象力和感情色

彩，通过模仿和学习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方式，儿童可以

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使用形

象生动的语言来描述事物、情感和思想，使自己的表达

更加生动和丰富。儿童文学中的对话部分也有助于儿童

学习语言交流和沟通的技巧。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以引人

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吸引人的角色为特点，这些元素能够

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通过持续地阅读儿童文学，儿童

能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这对

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3 儿童文学对阅读能力的培养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儿

童的阅读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精心编写的儿

童文学作品，儿童不仅能够培养阅读的兴趣，还能够提

高阅读的技能和水平。本节将详细介绍儿童文学对儿童

阅读能力的培养作用。

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以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有趣的角

色和引人入胜的冒险为特点。这些元素能够激发儿童的

阅读兴趣，使他们愿意主动去阅读。阅读兴趣的培养是

阅读能力提高的第一步，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提供了一

个愉悦的阅读体验，促使他们爱上阅读。儿童文学作品

中的情节多种多样，往往包含着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

表达。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儿童需要分析情节、推理人

物性格和理解作者的意图。这种阅读方式培养了儿童的

阅读理解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本并从中获取信

息。儿童文学作品中常包含着丰富多彩的词汇，这些词

汇往往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接触到的。通过阅读

儿童文学，儿童可以扩展词汇量，学习到新的词汇和表

达方式。这对于他们的语言发展和表达能力提高具有积

极作用。

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

儿童需要培养阅读的习惯和持之以恒的阅读时间。通过

持续阅读儿童文学，儿童能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逐

渐提高阅读的速度和深度。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人

物行为往往涉及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讨论

和思考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儿童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

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和思考能力。儿童文学对儿童阅读

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激发阅读兴趣、提高阅

读理解能力、丰富词汇积累、培养阅读习惯和发展批判

性思维，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全面提高阅读

能力的机会。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和家长应积极推

广儿童文学的阅读，以促进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

4 儿童文学与审美情感的培养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审美情感的培养方面。本

节将详细介绍儿童文学与审美情感培养之间的关系以

及儿童文学如何促进儿童的审美情感发展。

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和

深刻的人物刻画为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儿童文学作品具

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儿童可以接触

到各种文学形式和风格，培养对文学的欣赏能力，提高

审美情感。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语言等元素

都是审美的对象。通过阅读、欣赏和分析文学作品，儿

童可以培养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提高审美情感水平。

他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美的存在，并学会欣赏美

的表达方式。

儿童文学作品常常涵盖各种情感，如喜怒哀乐等。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儿童可以学习到不同情感的表达方

式，培养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度。他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

找到情感共鸣，感受到作者对情感的巧妙表达，从而提

高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审美的

对象，还可以成为儿童与文学互动的载体。通过阅读、

讨论、创作等方式，儿童可以与文学作品建立互动关系，

深化对文学的理解和欣赏。这种互动有助于培养儿童的

主动审美情感，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学的世界中。

教师和家长在培养儿童的审美情感时，可以选择适

合儿童年龄和兴趣的文学作品，鼓励他们进行阅读和欣

赏，并引导他们进行情感表达和文学创作。同时，教师

和家长也应注重文学教育的方法和策略，使儿童能够更

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提高审美情感水平。儿童文学在培

养儿童的审美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儿童文学

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儿童能够提高审美情感水平，培养

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

品。

结语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阅读能力，还促进

了审美情感的培养，为学生的综合素养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应更加注重儿童文学的运用，

充分发挥其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培养出更加

综合素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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