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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个缤纷的世界

——— 从儿童心理特征看幼儿文学的创作特点

金仕霞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

【摘 要】幼儿文学创作是儿童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结合这时期孩子的心理年龄特点，低幼儿

童文学的创作应具备三个特征：语言浅显而美听、形象生动而逼真、情节简单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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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儿童的教

育，而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利用儿

童读物给孩子提供一个受教育的广阔天地，因此作

为儿童读物的一个种类儿童文学的创作就显得很

重要。

我们知道 & 1 $% 岁是人的儿童期，这一时期的

儿童有着许多不同于成人的心理特征，儿童文学作

家应抓住孩子的特点和情趣进行创作。而且由于儿

童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他们

的生理、心理发展状况有着明显的特征，他们对文

学也就有不一样的特殊要求，因此儿童文学作家还

要善于针对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特点，运用艺

术形式对他们进行教育。换句话说，给儿童提供文

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照顾到儿童的年龄心理

特点。

据科学家考察，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斑白

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1 # 岁的幼儿阶段是促进其智

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因此幼儿文学是对孩子进行早

期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因为这样就使得幼儿文

学的创作在整个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显得重要。那么

幼儿文学的创作应以什么为根据呢？具有什么样的

特点？这正是本文试图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将从 ! 1
# 岁的儿童心理特征出发谈谈幼儿文学的创作特

点。

孩子在 ! 1 # 岁时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对周

围的世界感到无限的兴趣。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很有

限，知识比较贫乏，还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我

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的，可又迫切地希望

认识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多是

表面的、片面的，一般只能认识个别具体事物的个别

特征；他们的思维带有明显的具体性和直观性，逻辑

思维刚刚开始萌芽，抽象概括能力正处于最初的发

展阶段，注意力不大容易集中，持久性差，不能从事

长时间的智力活动，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转

移注意力；他们的口头语言正处于发展阶段，正在学

习正确发音，掌握并扩大必要的词汇，运用清楚的连

贯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时期的幼儿活泼好动，

富有好奇心也喜欢模仿，好幻想，控制自己的能力

差，由于对周围事物认识不够，常要闹些笑话。根据

这些心理特征，我认为幼儿文学的创作应具备这样

几个主要的特点：语言浅显而美听、形象生动而逼

真、情节简单而集中。

一 语言浅显而美听

我们知道 ! 1 # 岁的幼儿其语言水平还处在低

级阶段。三岁的幼儿虽然基本上掌握了语音，但词

汇贫乏句式也以简单句为主，到四、五岁接受新词汇

的能力迅速发展，由主要掌握名词、动词逐渐扩展到

各种词类，对词义的理解也逐渐由具体到抽象。但

由于幼儿生活经验和水平的局限，他们掌握的词汇

还不可能丰富，对词义的理解还不可能深刻，对多义

词还不能很好理解，只能了解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意

义，对词的转义就更难掌握。因此幼儿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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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必须适应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那么幼儿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怎样才能做到既适合于幼儿理

解，又能刺激起幼儿学习新语言的兴趣呢？那就要

求幼儿文学语言口语化。高尔基曾说：“大众语是毛

坯，加了工便成了文学语言。”我们也可以说幼儿的

口头语是毛坯，加了工便成了幼儿文学的语言。幼

儿文学语言就是规范化了的幼儿口语。幼儿文学语

言的口语化，是浅显的根本出发点，要做到浅显必

须正确地运用，恰当地提炼幼儿的口语。首先在用

词方面那些代表着具体东西具体动作的名词、动词

很容易被幼儿掌握，而那些表示抽象关系的词却不

易被幼儿接受，因此幼儿文学语言以名词、动词为

主，很少用各种虚词。如：“小红妹不但学习好而且

歌也唱得好”，用了虚词“不但——— 而且”这不易被幼

儿接受，不如改成：“小红妹学习好，歌也唱得好”。

即使使用实词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避免艰深

的或抽象的词，尤其要避免使用成语，更不能用要

拐个弯才能理解的词义，也就是说不要用 “大人话”

代替“孩子话”。如“老狼于是掉到陷阱里去了，原来

猎人早埋好了圈套。”“陷阱”这个词太艰深，“圈套”

这个词又太抽象，词义还拐了个弯，幼儿不能理解，

不如用幼儿自己的话来写，“老狼就掉到了坑里，给

猎人抓住啦。”象 “圈套”这一类词义抽象或转借的

词，是特别要避免的，尽量把抽象的说教容于生动

的形象和情节中。例如《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写标

点符号的作用。标点符号本来是比较抽象的材料，

但作者却把他们写得具体、生动、惹人喜爱：“看他

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

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

蹦蹦跳跳。”通过它们的吵吵闹闹，点出它们的作

用，但又指出，谁也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不能骄

傲。因为每“人”的作用，都如同汇成大江的滴水，堆

成海岛的碎石，用这一生动的比喻，说明了它们既

重要又渺小的辨证地位。

其次，从句式上看，幼儿在三岁以前，每句话大

约平均不超过五个字，句型全是主谓或谓宾这样的

简单句。三岁以后出现复合句，但也多是简单句的

结合，一般没有连词，所以在整个幼儿期间，还是以

简单句为主，一般不超过十个字。那么幼儿文学语

言的句式，也就一定要短，要简单，使幼儿一听就明

白，句子一长，句型一复杂，孩子就会弄糊涂了。在

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几种不正确的情况：#、用一大

串修饰语，如 “这一切都被躲在树上的小猴子看见

了。”一句话里又是长定语又是被动句型，句子长达

十五、六字。$、使用被动句，使用介词、方位词组成

的结构，如“在阳光的照耀下”，“在小红的帮助下”之

类，幼儿口语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结构，用了很拗

口。

最后，幼儿文学的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规范化，

不能把幼儿口语中不规范的东西写到书面上来。如

有的作者故作天真，他们蹲下来和孩子看齐，学小娃

娃的话，把“糕饼”叫做“糕糕”、“饼饼”，把“小狗”叫

做“狗狗”，把“睡觉”说成“觉觉”——— 要是这样重复

幼儿的语言，模仿他们含糊不清的话，必然会把儿童

语言中不完整的，拉拉扯扯的东西带到作品中来，让

缺乏辨别能力的读者错误地把它也当作自己语言的

榜样，影响儿童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这种极其有害

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

综上所述，浅显、明白是幼儿文学语言的基本要

求。但浅显还须与美听结合起来，才能为幼儿所喜

闻乐见。“美听”指语言的音乐性。即指音调和谐，节

奏鲜明，读得流畅，念得响亮，听得舒服，这是任何文

学语言应具备的要求。在写给成人看的作品中也同

样要求语言的音乐性，欧阳修在 《秋声赋》中写秋声

“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

骤至”。白居易在 《琵琶行》中写琵琶声：“大弦嘈嘈

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

珠小珠落玉盘，———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

帛——— ”都是写音响，但具有间接的理解性质，何为

“波涛夜惊”，“风雨骤至”，何为“珠落玉盘”，“声如裂

帛”成人要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想象力去

领会，才能唤起对某种音响的直感。儿童则恰恰相

反，儿童是通过对某种音响的直感，唤起对某一种事

物的理解，音响是直接的，同时和事物的形象密切相

关。比如《小熊请客》，小猫出场喵喵喵，小狗出场汪

汪汪，小鸡出场叽叽叽，这类音响清晰、明确地突出

了形象的声音特色，这正是低幼儿童开始认识事物

的特点。成人首先对内容感兴趣，其次才是韵律和

节奏，幼儿却相反，韵律和节奏本身对他们就是有很

大的吸引力，他们往往是在念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

作品的内容的，如儿歌 《啄木鸟》：“山林里——— !
托！托！托！!啄木鸟——— !啄！啄！啄！!为树木

——— !除害虫，!一条不漏——— !捉！捉！捉！”其间

三行，九个单字“托！托！托！”“啄！啄！啄！”“捉！

捉！捉！”声音和谐，节奏感强，很容易引起儿童对这

一音韵和节奏的共鸣。我们若留心一下幼儿口语，

还会发现他们特别喜爱频繁运用一些叠音的词，如

“大大的”“圆圆的”“红红的”，还有“高高兴兴”“干干

净净”以及“圆溜溜”“绿油油”之类，音乐性也很强。

另外摹声也能增加语言的音乐性。摹声在幼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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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主要是直接运用象声词。对成人来说，只要

读到 “大珠小珠落玉盘”就能凭经验想象出声音来，

对幼儿却不行，非直接摹写出那声音不可，象声词

的运用，在幼儿文学语言中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摹声可以引起幼儿对

音响的直感，幼儿通过音响的直感又可以唤起形

象，进而体验到作品的内容。童话 《小羊过桥》写两

只小羊在独木桥上相遇各不相让，斗了起来，于是：

“只听见 ‘咚’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养的头撞在

一起了，又听见‘扑通，扑通’两声，两只小羊都掉到

河里去了”这样一摹声，孩子们就仿佛看见了当时

的情景。以上列举的三种形式：音韵节奏、叠音词、

摹声是形成幼儿文学语言音乐性的最佳手段，它们

可以使幼儿有身临其境之感。

上述浅显美听是幼儿文学语言的一大特点，也

是幼儿文学语言的美质。

二 形象生动而逼真

谈到形象自然要求生动、逼真，这是一切作品

都必须注意的，但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幼儿文学作

品尤其如此。对于孩子们来说形象一定要活生生

的，甚至 “死”的也要变活，因为在富于幻想的孩子

们看来世界的一切都象他们一样充满生气，富有生

命。孩子喜欢那些活灵活现的主人公形象。通过对

儿童画的分析研究表明：儿童最初画的是人、小动

物和各种能动的物 （如汽车、火车、军舰、坦克等），

画静物比较晚，这说明儿童最先注意那些生动活泼

的东西。由于儿童的这一特性就给儿童文学作家创

作形象提出了要求，即形象的生动、逼真。那么要怎

样才能做到形象的生动、逼真呢？从以下三个方面

来谈：

第一，采用拟人的手法，把某些无生命的东西，

或者有生命却不能动的东西，让它们动起。作家只

有通过拟人这一特殊方法去反映生活，才能 “把幻

想故事的主要物质材料 （自然物）转化成为作品形

象”（《儿童文学简论》），也就是说拟人是衔接被描

写的客观对象与艺术形象的一座桥梁。据研究表

明，孩子具有喜欢“拟人”的心理气质。列宁在《关于

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说过“——— 如果你给儿童

讲童话时，其中鸡儿，猫儿不会说人话，那儿童们便

不会对它发生兴趣。”孩子们自呱呱坠地以来接触

最早，关系最密切，感情最深的就是人，对于奶瓶、

毛巾、被单、摇摇床孩子虽也接触，但他们不能走

动，不能说话，没有表情，所以它们在孩子脑子里留

下的印象总没有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深刻，从这一

角度看可以说幼儿最喜欢人了。由于在他们知识未

开，对辽阔的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还无法理解时，他们

就常常用自己生活周围那些熟悉的人，作为观察自

然界的着眼点，从而把他们还不太理解的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当成可说话，能呼吸，有生命，会思想的人

来看待。这样整个自然界，在他们眼前便成为熟悉

的儿童世界，正因为这样不论是在儿歌、童话还是在

其它种类的幼儿作品创作中拟人成了塑造逼真形象

的有效手段之一。如儿歌 《下雨》：“滴答、滴答、滴

答、滴答、下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

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

“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孩子说：“下吧，下吧，我

要种瓜”。在这里种子、梨树、麦苗都人格化了，它们

和小孩子站到了一起，怀着同样的心情欢迎春雨到

来，拟人手法的运用就使梨树、种子，麦苗都摇动着

身体迎接春雨的逼真形象跃然纸上。走进无比瑰丽

的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画廊，你会发现无论是《格林

童话》《伊索寓言》《天方夜谈》还是我国的 《聊斋志

异》《西游记》《古代英雄的石像》哪一部脍炙人口的

作品不是与表现了“禽言兽语”的拟人手法结下不解

之缘呢？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幼儿文学作品中拟人

手法的使用可以使所塑造的形象生动，有趣，从而赢

得孩子们的心。

第二，夸张和比喻的运用。我们知道幼儿对于

他们还不了解的客观世界，常常按自己的想法去理

解它解释它，甚至把自己想象的，实际上没有发生的

事情当做真实的事情，还常常按自己的想法任意夸

大所想象事物的特征或情节，并且感到津津有味，因

为他们还不知道现实生活中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

可能，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这就是幼儿富于幻想的

原因。根据这一幼儿心理，在创作中适当的使用夸

张的手法有利于形象的刻画。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

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就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夸张特

征的优秀童话。作品写主人公在海上遇险后飘到小

人国，这儿的人小得出奇，这些小人可以钻到格列佛

的头发里捉迷藏，也可以在他的手心里跳舞。后来

主人公又漂流到大人国去了，而那儿的巨人又大得

惊人，格列佛被他们用食指和拇指按住，提起来轻轻

放进衣服口袋里——— 由于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些

描写看来那么神奇而玄妙，却又表现得何等逼真。

当然幼儿文学中的夸张不是夸得玄而又玄，而应符

合幼儿的想象和趣味等心理因素。夸张适应了幼儿

的理解水平，就能受到欢迎，反之，则不受欢迎。夸

张固然能通过奇妙的想象，夸大使作品的形象栩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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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可一旦脱离生活基础只会成为建筑在空中的

楼阁的想入非非，对孩子们起不到好的作用。

比喻手法的运用同样有利于形象的刻画。对于

知识、经验和词汇贫乏的幼儿来说比喻是非常重要

的，尤其是明喻的作用更明显，它可用幼儿熟悉的

事物去说明还不太熟悉或完全不熟悉的事物，使其

能够理解。如 “绿帐篷，山脚铺，好象朵朵大蘑菇”

“荡呀荡，荡秋千，象只蝴蝶飞上天”，这便是从孩子

眼里所看到，从儿童心灵中所感受到的绿帐篷与荡

秋千的情状。富于想象的孩子，看到山脚下搭起的

营帐，一下子想到了在形象，色彩上都有某些相似

之处的 “大蘑菇”，看到小伙伴欢快荡秋千的神气与

活泼劲，一下子便想到了原野上花丛间翻飞的 “蝴

蝶”。可见如果从孩子所熟悉的生活里找到与被形

容事物的外部形态特征上有某一相似之处的传神

比喻，从而把幼儿不熟悉的比较抽象的事物或概念

刻画的形象具体。

第三，动作的刻画。三岁前幼儿的思维是在动

作感知中进行的，动作是思维的支柱。三岁后幼儿

虽可逐渐摆脱动作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但动作仍

在思维中起重要作用。根据这一幼儿特点，在幼儿

文学创作中注意动作的描写就能使所表现的形象

生动活泼，从而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如 《谁会飞》中

有这样几句：“鸟儿鸟儿怎样飞？扑扑翅膀飞呀飞；

鱼儿鱼儿怎样游？摆摆尾点点头；马儿马儿怎样跑？

四脚离地快快跑；虫儿虫儿没脚没腿也能爬。”你看

通过一系列动作的描写就使鸟儿、鱼儿、马儿、虫儿

的形象一下子映在孩子的脑中。幼儿的心理活动是

比较外露的，往往反映在表情和动作上，因此幼儿

创作必须在刻画动作上下功夫，否则很难写好。“小

熊就拿起毛巾洗洗眼睛，擦擦嘴巴，抹抹鼻子，拉拉

耳朵——— ”洗一个脸，用了“洗”“擦”“抹”“拉”四个动

词，写出了小熊调皮，活泼，有趣的神态。

综上所述，通过拟人，夸张，比喻手法的运用以

及动作的刻画可以使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鲜明、

具体、生动、逼真，这样孩子们才会乐呵呵跑来和作

家笔下的人物谈心交朋友。

三 情节简单而集中

情节是故事文学的生命，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

都喜欢情节精彩的作品，并且由于儿童比起成人来

具有认识事物的直觉性和理解力较薄弱的特点，在

儿童文学作品中，情节显得更重要，因为不少现实生

活中的抽象道理都需要借助于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

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更易于领会，更乐于接受。儿童

们最爱听故事，他们常常被生动有趣的情节带进魅

人的艺术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的情绪激

动，思维积极性高涨，往往在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中

感受并理解了许多有意义的事物，懂得许多道理，因

此情节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幼儿文学中具有

重要意义。对 #—$ 岁的孩子来说讲一通大道理他们

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不能领会，但如果把教育寓于

故事情节中，那么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明白不

少道理。由于低幼儿童具有不同于成人的特殊的年

龄心理特点，因此对情节的要求也不同于成人。

儿童思考问题比较单纯，因此要求情节具有简

单的特点。如果作品所描写的情节过分错综复杂，几

条线交错发展，会使小孩子们感到无法掌握，抓不到

故事的主线，无法搞清人物之间的关系，无法把注意

力集中悼念感主人公身上，也就无法正确理解故事的

思想内容，就会削弱或丧失作品的教育作用，因此，低

幼儿文学作品中的情节要求单一完整。例如华山的

《鸡毛信》中海娃的爸爸要海娃把一封插有三根鸡毛

的急信送到三五村八路军指挥部去，这封鸡毛信就成

了故事情节迅速发展的主要线索，故事中的各个事件

都是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的，情节单一完整，脉络分

明。但是，情节单一完整决不意味着内容干瘪，感情

贫乏，把故事写得干巴巴，而是要求故事主线鲜明突

出，并且与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小

读者特别喜爱曲折生动，紧张有趣，故事性强的作

品。要求作品情节集中，围绕着主要矛盾，迅速展开，

一环扣一环，一步深一步，曲折而多变，出乎意外又合

情理，这样的情节才会吸引孩子们。

当然如果仅仅只有单一完整的情节还不行，因

为幼儿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更不容易持久，因此，

儿童文学要求一开始就要有引人入胜的集中的情

节，即故事发生的空间范围不能过大，时间不能拉得

太长。如果作品情节的发展很缓慢，会使小读者感到

厌倦，没有耐心读下去。孩子们不喜欢冗长，松散的

叙述，也不喜欢作品中过长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

他们要求作品的情节紧凑，冲突尖锐，故事性强，并

且发展迅速，他们急切地关心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

命运，希望快些了解主人公的经历和结果。《罗文应

的故事》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主要是因为作者了解儿

童，恰如其分地写出了儿童的内心世界，但也和它的

情节紧凑，有起伏，故事性强分不开的。因此情节的

简单而集中是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

以上分别从语言浅显而美听，形象生动而逼真，

情节简单而集中三个方面对低幼儿文学 %下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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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磨练的真实写照。

’( 自勉自励、自警自戒

大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弱点，用格言、警句提醒

自己，用榜样来鼓励自己。

创作特点作了一个简单的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

特点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适用的，

只是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文学由于其不同的年龄特

征还有自己的独特特点，而就 ’ ) * 岁的低幼儿文学

创作来说以上三个特点是主要的，也是创作是否成功

的关键。衷心希望广大的幼儿文学作家能把握住如此

特点走进幼儿的心，创造出一个五彩的世界，让孩子

们在这个缤纷的世界中健康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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