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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人类用智慧为儿童创造的最可爱的礼

物。童话的心理意义、精神品格、文体特质及语言

风格，对儿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对童话价值意义的

探寻，可以充分发挥它在语文课程中的教学价值。

一、童话用“儿童理解的方式”引导儿童

了解自己的内心，对儿童的心理成长有重要

影响

作为儿童文学艺术精神的代表性文体，童话是

用“儿童理解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的。与其他文体

相比，“童话故事能使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人类

内心问题的信息，获得更多的正确解决社会中的困

境的办法”［1］。

（一）童话对儿童式思维的张扬，捍卫了

儿童纯真的天性

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儿童”的概念产生的时

间不足 400年。从卢梭“发现儿童”的那一天开

始，尽管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

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的现实处境依然充满

压抑，这种压抑源于他们的不成熟。成人从心底里

轻视不成熟的儿童，漠视他们的想法，没人愿意长

时间和儿童做思想和情感的交流。所以当读到《窗

边的小豆豆》中的校长一连几小时全神贯注地倾听

小豆豆的唠叨时，我们不禁泪流满面。“无论是从

前，还是这以后，没有一个大人这么认真地听小豆

豆说话。”［2］小豆豆的遭遇就是儿童现实处境的反

映。当成人急于让儿童知道他们的幼稚，指责他们

的想法不合逻辑，甚至揭穿他们“谎言”的时候，

儿童的尴尬和痛苦是极为深刻的。这种压抑很容

易造成儿童的自卑，造成对自己思维的极度不自

信。而这些压抑，在童话中却能得到尽情的宣泄

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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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话对儿童心灵世界的关注，奠定了它在儿童的心理成长方面的独特价值；

童话的精神品格，让儿童体验到人类各种美好的情感；童话幻想的特质，扩展了儿童

精神世界的广度；童话鲜明的语言风格，让儿童感受到语言的不同美感。对童话价值

意义的探寻，有助于充分发挥它在语文课程中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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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对儿童的贡献之一，是在文学中肯定了一

种儿童式的思维。作为思维主体，儿童还不具备皮

亚杰所说的抽象形式运算能力，他们不能确定真与

假、事实与想象、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边界，更不会

压抑自己某种突发奇想的冲动，这种冲动常常以幼

稚的、可笑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正是儿童天真烂漫

的表现。在一年级上册《猴子捞月亮》中，一群猴

子看到井里月亮的倒影，就以为月亮掉到井里了，

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挂着，想把井里的月亮捞

上来。猴子不能区分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将

水里的月亮误解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类似情况在儿

童身上也是经常发生的。在二年级下册的《蜘蛛

开店》中，蜘蛛因为闲得无聊，决定开一家商店。

卖什么呢？蜘蛛的想法很单纯，“织起来很简单”

的。但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卖口罩”还是“卖

围巾”，甚至是“卖袜子”，他迎来的顾客偏偏是：

嘴巴最大的河马、脖子最长的长颈鹿、脚最多的蜈

蚣。最后，小蜘蛛只好“吓得匆忙跑回网上”。一

连串巧合营造出的诙谐效果，让人在捧腹之余又深

深地爱上这只小蜘蛛。它像不像我们身边那个头脑

简单、常做糗事的小孩？

当儿童在童话的天地里意外地发现：原来还有

和他们一样幼稚的行为、天真的想法、狂妄的自

信，故事中的主人公非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竟还

如此堂皇地占据着审美舞台的中心。孩子们的心灵

仿佛一道电光划破天际：这不就是自己的故事吗？

儿童的审美情感充满了认同感，同时也感到自己的

被认同，受压抑的委屈在这种审美体验中会一股脑

地宣泄出来，他们重新恢复了自信。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

子”，卢梭的这句经典名言至今都有着极其深远的

意义。童话，捍卫了儿童的纯真和烂漫，让他们的

天性得到自然的舒展。

（二）童话直面人生的基本问题，并为儿

童寻找化解人生困境的方法

我是谁？我来自哪儿？我要走向何方？认识自

我，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人生问题。二年级下册

的《我是一只小虫子》，从一个小虫子的角度诠释

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当伙伴们都觉得当小

虫子不好的时候，“我”却觉得当小虫子“挺好”。

对“我”的不同认知，让“我”和伙伴的生命呈现

出不同的风貌。孩子们从中懂得：接纳自己的平

凡，生活依然可以绽放出光彩。二年级下册《大象

的耳朵》讲述的是一头因为耳朵与其他动物伙伴不

一样而遭到大家质疑的大象的故事，大象的困扰也

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的困扰，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和大象类似的“耳朵”——或许是太黑了，也或许

是太矮了。故事让儿童懂得：正因为我们和别人不

一样，我们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童话，引导儿童不断地超越自我。二年级下册

《小毛虫》讲述的是一个小毛虫的故事。它笨拙，

当大家“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的时

候，它“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它柔

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面

对人生的窘境，小毛虫“并不悲观失望，也不羡慕

任何人”，它只是尽心竭力地工作。终于有一天，

小毛虫破茧羽化，变成了一只灵巧、轻盈的蝴蝶。

小毛虫的信心和勇气以及生命境界的升华，都给予儿

童巨大的启示：只有不断地超越，人生才能有新的

突破。

童话懂得儿童对幸福的渴望，并努力帮助儿

童解开幸福的密码。二年级下册《开满鲜花的小

路》，长颈鹿大叔寄给鼹鼠先生的一袋花籽，让一

条不起眼的路成为开满鲜花的小路，也让大家感受

到快乐。这袋被大家称作“最美好的礼物”的花

籽，是否藏着幸福的秘密？四年级下册《巨人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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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当巨人砌起高墙，不准孩子们进花园玩的时

候，花园变成霜雪肆虐的荒凉之地；当他拆开高

墙，将花园交给孩子们的时候，春天重新降临，花

园变成他和孩子们幸福的乐园。“高墙”难道是幸

福的绊脚石？童话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幸福的理

解，孩子们从中体会到，通过建立一种理想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人生是可以获得幸福的生存状态的。

童话引导儿童探寻生命的意义。一年级上册的

《雨点儿》讲述两个雨点儿的对话，小雨点儿去了

有花有草的地方，大雨点儿去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

方，它们的选择尽管不同，但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

价值。三年级上册的《总也倒不了的老屋》，活了

一百多岁的老屋，每次准备倒下的时候，都因为借

宿者的请求而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老屋的生命在

对待他人的善意中得到了延续。四年级上册的《一

个豆荚里的五粒豆》中，五粒豆中的一个提出的问

题“难道我永远就在这儿坐下去吗”，就是对生命

意义的一个思考，五粒豆的不同经历让儿童感受

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自己的价值。

童话也不再小心地回避人生的无奈甚至沉重。

原三年级上册的《去年的树》中，鸟儿和大树的分

别，鸟儿再次回来而大树早已不见，树从变成树

根，到变成木条，再变成火柴到最后火柴点燃的灯

火的熄灭，鸟儿为寻找树所付出的艰辛，鸟儿面对

灯火的再次歌唱，等等，这些复杂的人生体验交织

在一起，让儿童感受到世事的无常、生命历程的转

变、爱的力量、友情的温暖、生命的消失……童话

了解儿童内心的焦虑，一年级下册的《树和喜鹊》

写“树很孤单，喜鹊也很孤单”，这是儿童常见的

心理困扰。很多时候儿童都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的心

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通过言说表达自己

的感受，童话使儿童确信，他也会像文中的主人公

那样，通过与周围的伙伴建立联系而得到帮助。

童话对于儿童心灵成长的意义，正如英国诗人

切斯特顿所说：“我最初的和最终的哲学思想，我

坚信不疑的一贯哲学是我在幼儿园学到的。我那时

候最相信的东西，和我现在最相信的东西就是那些

被称作童话故事的东西。” ［1］

二、童话的精神品格，让儿童体验到人生

各种美好情感

童话给儿童以快乐。童话善用夸张与幽默的笔

法展示游戏精神的快乐，如一年级上册的《拔萝

卜》，老公公去地里拔萝卜，喊老太婆来帮忙，还

是拔不动；接着请小姑娘、小狗、小猫、小老鼠来

帮忙，夸张的举动、荒诞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

二年级下册的《月亮姑娘做衣裳》，漂亮的月亮姑

娘找裁缝给她做衣服，可每次量好尺寸，等月亮姑

娘去取的时候，衣服都穿不上，姑娘的尴尬和裁缝

的困窘营造出诙谐的效果。童话的快乐单纯而又明

丽，这是孩子们喜欢童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童话给儿童爱的温暖。作为文学的经典母题，

童话从不缺乏爱的表达。普罗普通过形态学研究发

现，早期民间童话的故事模式是“一种以邪恶开始

而以婚礼告终的发展”［3］，这种千篇一律的“幸福

美满”的结局，正是由于成千上万作为童话故事创

作者的母亲们，有着共同的担忧和向往，有着共同

的爱的心愿。与早期童话相比，现代童话在爱的表

达中增添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在《海的女儿》

中，小人鱼的执着信念以及为了这个信念所做出的

牺牲，在《去年的树》中，小鸟的深情执着与树的

连影子都找不到永远的消失，让儿童感受到爱的迷

人与伟大，也感受到爱的无奈，感受到人生并非由

于爱的存在而变得轻松，这些都反映出现代童话对

于人类自身处境的更深刻的审美体验。

童话给儿童以希望。虽然现代童话已不再对未



21

教材解析

来人生充满过于美丽的幻想，但童话的乐观气质，

让儿童在困境中依然看到希望。二年级上册的《雪

孩子》写雪孩子因为救小白兔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

候，写道：“他变成了很轻很轻的水汽。飞呀，飞

呀，飞上天空，变成了一朵白云，一朵美丽的白

云。”童话用诗化的意境缓解儿童对死亡的恐惧，

让他们体会到生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延续，雪

孩子在天上依然陪伴着小白兔。三年级上册的《卖

火柴的小女孩》讲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旧

年的大年夜冻死街头的故事，小女孩的命运是悲惨

的，但作者却强调她死时“嘴上带着微笑”，“谁

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

么幸福”。即使面对死亡，童话也饱含着对幸福的

向往，饱含着对苦难的解脱……它带给儿童更多的

不是绝望，而是思考，是苦难中升腾的希望！

童话丰富的精神滋养，让儿童体验到人类各种

美好的情感。如果儿童缺失了这些美好的情感，他

们就有可能变成冷漠的机器。“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种心灵和情感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而促成这种

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文学艺术。只有在审美

的体验和审美的创作中，人才能学会‘长久地注视

自己的心灵’，才能成为‘多情而真诚’的人，才

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深刻而真挚的眷恋。”［4］

三、童话“幻想”的文体特质，既符合儿

童的天性，又拓宽了儿童精神世界的广度

幻想是童话的灵魂和生命，没有幻想就没有童

话。童话的这一文体特质，与儿童的精神世界是相

契合的。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证明了处于前

运算和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都是泛灵论的。在儿童

看来，太阳是活的，因为它东升西落；雾是活的，

因为它可以到处走动；河流是活的，因为它在不停

地流向大海。儿童相信，在太阳、风、雾和河水

里，居住着像人类一样的精灵，所以它们也能像人

一样感觉和行动。童话与儿童精神世界的这种同构

对应，让儿童的精神世界成为童话的源泉和启示，

而童话反过来又以其丰富、神奇的幻想，进一步张

扬和提升儿童的想象力。

在作家天才般的幻想中，儿童感受到平凡的人

物、事物、现象居然可以绽放出五彩缤纷的光彩。

在二年级上册的《雾在哪里》中，我们常见的自

然现象“雾”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大雾笼

罩，是因为这淘气的孩子“藏起来一切”；云开雾

散，是因为这个淘气的孩子“藏起了自己”。在三

年级上册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中，胡萝卜变

成一个长着浓密胡子的先生，而他的胡子因为沾到

了果酱，就不断地疯长，可以给小男孩当风筝线，

可以给鸟太太当晾衣绳……似乎有着说不完的用

途。在四年级下册的《宝葫芦的秘密（节选）》中，

不起眼的宝葫芦居然充满着神奇的力量，让王葆想

什么便有什么。童话对平凡的超越，成为儿童幻想

能力的助推器。

在作家天才般的幻想中，儿童触碰到人所未闻

未见的奇事、奇景、奇物、奇人。在《卖火柴的小

女孩》中，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鸭冒着香

气，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

地在地板上走着。在《海的女儿》中，海王的小公

主是长着鱼尾的人鱼，她生活在深蓝海底舒适的宫

殿，宫殿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窗子是用最亮的湖

泊做成的，屋顶上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还可以随

着水的流动自动开合。在三年级下册的《我变成了

一棵树》中，树上的鸟窝是三角形的、正方形的，

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

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起了舞。童话超自然的魔

力，让儿童的想象摆脱了现实的羁绊。 

在作家天才般的幻想中，熟悉的框框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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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说“猫有尾巴”，但在三年级下册的

《尾巴它有一只猫》中，一条尾巴自豪地宣布：我

拥有一只猫！鹅，原本在湖泊里嬉戏，但在六年级

下册的《骑鹅旅行记（节选）》中，它居然可以腾

空而起，在天空中翱翔；加法是数和量的合并，但

在三年级下册的《宇宙的另一边》中，加法成了

“大地万物加上一场大雪等于一片白茫茫”。童话

冲决一切习以为常的束缚，让儿童获得思维的突破。

在作家天才般的幻想中，儿童可以体验从未经

历过的人生。今天的儿童，享受着幸福的生活，饥

饿、寒冷、孤独、无助……这些感受他们可能从未

体会过。在三年级上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中，

小女孩的遭遇可以让孩子们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

穷、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无助，懂得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像小女孩那样的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苦

难生活的悲悯，无疑对当今中国孩子有着重要的教

育意义。在《骑鹅旅行记（节选）》中，孩子们可

以跟随尼尔斯，饱览瑞典气象万千的美景，感受异

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俗，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挑

战。伴随尼尔斯所经历的灾难和艰辛，孩子们在童

话的世界里和主人公一起成长。 

童话为儿童提供的幻想生活，使他们原本狭小

的生活范围通过童话在纵深和广度上都得到极度的

扩展，在精神上获得生命力受局限的补偿。当儿童

为作品中那些新奇的审美对象所吸引而兴奋的时

候，他幻想的天性也被迅速地诱发和释放出来。

四、童话鲜明的语言风格，让儿童感受语

言的不同美感

童话既属于文学，又属于儿童。童话的语言既

有儿童性，也有文学性。

（一）语言的稚趣感

童话语言的稚趣感是儿童天性的自然流露，鲁

迅称为“天真烂漫的口吻”［5］。童话有形形色色的

人物形象，但无论这些人物形象有怎样的性格特

征，它使用的都是贴近儿童生活的口语，即简洁质

朴、轻快自然的“童化”语言。如：

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

西瓜，去追小兔子。（一年级下册《小猴子下山》）

雷公公把藏了好久的大鼓重重地敲了起来。

（二年级下册《笋芽儿》）

童化的语言还表现在叠词的广泛运用上。如：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

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二年

级上册《小蝌蚪找妈妈》）

棉花姑娘的病好了，长出了碧绿碧绿的叶子，开

出了雪白雪白的棉花。（一年级下册《棉花姑娘》）

童话多用语气词、重复的音节和句式，构成一

种情趣上的氛围。

他一边跑一边大叫：“不好啦，不好啦，‘咕

咚’来了，大家快跑哇！”（一年级下册《咕咚》）

蜻蜓飞呀飞，飞过青青的假山，飞过绿绿的草

坪，飞到一座花坛前，小蚂蚁到家了。（一年级下

册《夏夜多美》）

童话语言的稚趣感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接

受性，重复的音节和句式对低年级儿童的识字和理

解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二）语言的形象性

童话语言的形象性是由文学的基本特性和儿童

的思维特点决定的。“首先，文学是通过塑造形象

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

文学，用的都是形象思维 ;其次，儿童的抽象思维

比较薄弱，具体形象思维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主要

形式。”［6］童话对人、事、景、物的描绘鲜明而具

体，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多么明亮、多么美丽的世界啊！桃花笑红了



23

教材解析

脸，柳树摇着绿色的长辫子，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

着……（二年级下册《笋芽儿》）

通过颜色“红、绿”、形状“长”、状态“笑、

摇着、叫着”和声音“叽叽喳喳”等词语，一个

“明亮”而“美丽”的世界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童话对颜色、声音、形状、动作、神态等具体而鲜

明的描摹，有利于儿童在头脑中形成意象，从而促

进其对意义的理解。

童话还大量运用拟人、比喻、夸张等表现手

法。其中，拟人在童话中几乎比比皆是。二年级下

册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中，万物变成了一

群单纯天真、可爱鲜活的小孩子，无论是太阳、月

亮还是河水，都要开始学习怎么生活，这些描述就

是儿童心灵世界的反映。童话也离不开比喻、夸

张。如：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

花瓣；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同时它又是

那么深，深得任何铁锚都达不到底。(四年级下册

《海的女儿》)

修辞手法的运用，让儿童获得新的或更深层次

的体验和感悟，让儿童的精神能力向更远、更高的

方向发展。

（三）语言的模糊性和梦幻性

童话在叙述故事的时间、地点时常常采用模糊

性的词语。如《巨人的花园》的开头是：“每天下

午，孩子们放学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去玩。”《海

的女儿》的开头是“在海的远处”。童话有意虚拟故

事的真实性，这是形成幻想空间的必要的语言选择。

童话背离现实逻辑，刻画不可能的情景、人物

或事物，语言常常呈现一种梦幻般的美感。如， 

巨人悄悄地走到他后面，轻轻抱起他，放到

树枝上。这棵树马上开花了，小鸟们也飞来歌唱。

（四年级下册《巨人的花园》）

在那儿，处处都闪烁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你

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在高高的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

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非常沉静的时候，你

可以瞥见太阳：它像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

出各种颜色的光。（四年级下册《海的女儿》）

“儿童文学作品应能提供给他新奇的角色体验、

情感体验， 从而激活儿童内在的情绪体验， 产生美

感”［7］。童话语言的这种梦幻性，给儿童带来强烈

而新鲜的情感体验，也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提升。

当然，童话对儿童生命成长的价值意义还不止

于这些，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童话

是人类用智慧为儿童创造的最可爱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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