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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科技迅猛进步，进而不断增强综合国
力的重要力量，成为我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因素。
我国的教师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直接关系到千百万教师的成长，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关系到一代新人思
想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最终关系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培养具有较高学历的小学教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
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培养较高学历小学教师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积极探索，
取得了较大成绩，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障。
教育部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创教师培养的新格局，
提高新师资的学历层次。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教育部将组织制
订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目标、规格，完善和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制定《师范高等专科三年
制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方案（试行）》，组织编写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建设。
”　　开展小学教师培养工作，课程教材建设是关键。
当务之急是组织教育科研机构、高等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师专院校的教师联合编写出一套高水
平、规范化的、专为培养较高学历小学教师使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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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家审定的小学教育专业中
文与社会方向必修课教材，第一版入选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
全书共十二章，对儿童文学的历史状况和当代特点、基本原理、各类儿童文学体裁基本理论、阅读与
编创等进行了介绍，旨在帮助教材使用者了解儿童文学的历史概况与发展趋势，系统掌握本课程必备
的理论知识。
《儿童文学教程（第2版）》在编写理念上，注意了教材与学材同一，从学生学习需要出发设计教材
内容和形式；在内容的安排上，注重在反映儿童文学理论共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当代发展趋势的同时
，还注意与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相联系；在体例编排上，突出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运用研究的
循序渐进的特点。
教材的整体面貌呈现出适度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性、鲜明的时代性、明显的实用性和实施的可操作
性。
　　本次修订除丰富了教材内容外，还注意了直观性和立体性，结合教材内容增加了插图，配套出版
了辅学光盘和辅教光盘。
　　《儿童文学教程（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本专科儿童文学教材，也可作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教材和在职小学教师自学进修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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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是古典文学中那些适合儿童特点，事实上也常常为儿童读者所选择和接受的作品。
如一些长篇名著中的精彩章节，像《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封神演义
》中的哪吒闹海等，还有《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富于童趣和幻想色彩的故事等。
这些作品都曾经被当时和历代的许多儿童读者据为己有，成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一种补偿性的文学
作品。
　　从上述四类传统儿童文学读物来看，除了注重故事性、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蒙养读物之外，其余
的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儿
童文学概念的含义和要求。
不过，考虑到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我们将上述各类作品都纳入古典意义上
的儿童文学的范畴。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作家在现代自觉的儿童文学观念的指导或影响下创作出来的，所以
其范围和界域要相对明晰和确定得多。
凡是符合前述儿童文学概念及其含义的作品，都可列入这一范围。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这两个概念作一点简要的辨析。
　　广义的儿童读物，其范围当然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也包括了儿童文学读物。
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儿童读物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即是指除儿童文学读物以外的各类适合儿童阅读
的出版物，如思想品德读物、自然科技和文史知识读物等。
儿童读物常常也采用一些形象化的文学手法，但它与儿童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适合于儿童阅读”这一点上，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是一致的；在内容上，儿童文学作品中常常也
包含着一定的知识信息。
但是儿童文学并不以系统地介绍和说明知识为目的，它只是将有关的知识内容有机地融入作品整体的
审美世界之中，并诉诸儿童读者的审美心理世界。
因此，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审美构成，而不只是传达知识内容的形象化手段。
相反，儿童读物可以是非文学的，也可以吸收、采用一些文学手法，但并不具备独立的、完整的艺术
品格和审美价值。
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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