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发展学生的智慧潜能是教育的价值追求，发展学

生的言语智能是小学语文学科的重要任务。儿童文学阅读对学

生言语智能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并且不可替代，教师应挖掘儿

童文学中的言语智能训练点，鼓励学生尝试创作，引导学生大

胆想象，在表演中诠释独特感受，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顺应学生

的思维特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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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生的智慧潜能是教育的价值追求，发展学生的言语

智能是小学语文学科的重要任务。言语智能的发展是在言语实

践中完成的，阅读则是学生最重要的言语实践活动，而儿童文

学则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了优质的言语训练文本。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

育重要的课程资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许多研究

都表明， 儿童文学作品以其独具的特质和价值在中小学语文

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新课程标准下的新编语文教材选篇中，
儿童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与传统教材相比有大幅度的上升，儿

童文学的体裁也更加多样化。 儿童文学阅读对学生言语智能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教师应挖掘儿童文学中的言语智能训练

点，顺应学生的思维特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一、鼓励学生尝试创作，打碎儿童文学“高贵”的经典光环

北师大版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精彩的儿童诗，教师在讲授这

些作品时，首先要打碎诗在学生心目中的“高贵”光环，拉近诗

与学生的距离，让他们自由地朗读并想象，大胆地去尝试、去创

作。例如，在教学三年级下册《礼物》一诗时，我就为学生设计了

这样一个言语智能训练：“请大家说一说，你曾经在什么时候收

到了什么礼物，在收礼物的过程中懂得了什么，然后仿照诗歌

前四小节作一首小诗。”我先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自由交流，说

一说自己收礼物的经历，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与交流的内

容仿写一首诗歌。 最后，我请几名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写的

诗。等学生朗读完毕后，我适时追问：“读了自创的诗歌后，你们

有什么感受？”学生说：“我感觉非常有趣！写诗就是把自己心里

的话用优美的语言说出来。”从学生的神态和回答中，我感受到

了学生享受成功之后的欣喜。
二、引导学生大胆想象，打通儿童文学“多彩”的审美通道

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得到很多学生的热捧，是因为这些

作品的内容都具有“新颖性”“神秘性”“奇特性”，符合他们的精

神需求，当他们沉浸在精彩的童话世界中时，他们自己就是整

个童话世界的主宰，他们的精神得到了释放，这种释放又能带

给他们审美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教学三年级上册《七色花》
一文时，学完了课文我这样提问：“如果你有一朵七色花，你想

实现什么愿望？ ”通过提问，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跳出思维定

势，借此机会唤醒学生的想象，并最终激发了他们心中的文学

创造力，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言语智能。
三、表演中诠释独特感受，打磨儿童文学“神奇”的表演

因子

在学生身心投入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他们会情不自禁

地走进文本，将自己想象成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并跟随作品

中的人物或喜或忧。 有时情节的发展与学生的意愿不一致，他

们还会主动改变故事情节，化身为正义使者，走进故事中与恶

势力斗争，将故事改编成符合自己心意的新故事。 《狼和小羊》
《丑小鸭》《花脸》等课文中表现出的儿童情趣，在我们成年人

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但这恰恰就是学生所

喜欢的。 对于这些课文，“表演” 是一种最合适的教学方法，
“演”会促使学生更主动地去理解文本，去感受语言文字，通过

动作、语言和表情去演绎人物，在表演中诠释个人的独特感受，
在表演中享受成功的喜悦，这才真正谈得上是发展了学生的言

语智能。
四、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启发儿童文学“灵性”的创作情感

儿童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常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

的“灵性”。 例如，在学习了《春天的雨点》后，我指导了习作主

题为“父母的爱”。 我首先提问：“爱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 ”学

生说：“爱是妈妈手中的雨伞，在雨 中为我遮风挡雨。 爱是妈

妈手中的扇子，在炎热的夏天它不停地为我扇风。爱是妈妈明

亮的眼睛，在我犯错时为我指明方向。 ”在一句句真挚的话语

里，学生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情，折射出动人的“爱”意。 教师在

面对学生时，一定要放下教师的身份，将自己当作儿童，用儿

童的视角观察世界，用儿童的心灵思考问题，提出一些学生熟

知并感兴趣的问题，比如“爱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这种贴近学

生生活实际的问题，更容易激发起学生内心的“灵性”情感，会

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要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有这样，语文

教学才会充满生机，使学生入情入境，达到发展言语智能训练

的目的。
儿童文学作品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食

粮，就像雨水之于花儿一样。 在儿童文学中发展学生的言语智

能，已俨然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我们教师要把发展学生

的言语智能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挖掘儿童文学中

的言语智能训练点，创设适合学生言语学习的“聪明环境”，在

积极健康、富有“营养”、充满情趣和交互作用的环境里，促进学

生言语智慧潜能的持续发展。

在儿童文学阅读中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
张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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