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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霍姆林斯基儿童教育观主要内容包括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对儿童美的教育、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儿童的抽象思维、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培养儿童的创作精神等方面。苏霍姆林斯基儿童教育观给我们以启示：还

儿童以儿童世界；加强儿童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联系；重视儿童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和探究精神；保护

儿童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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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苏霍姆林斯基儿童教育观
１．１　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通过“童话室”可以充分培养儿

童的语言能力。在他看来，童话能够在儿童头脑中产生

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在儿童形象所激起的感情使思维

活跃，从而语言和其细微的含义进入到儿童的意识中，成

为儿童语言表达的一种手段。同时，因为童话形象所激

起的情感，儿童学习用语言思考，进一步培养儿童的语言

能力。

１．２　对儿童的美的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童话室”有益于儿童的美感的

培育。他曾说过，“童话和美是分不开的”［１］，童话有助于

儿童美感的培育，没有美感就不能培养儿童高尚的心灵

和对他人不幸、悲伤和痛苦的真诚的同情心。通过童话，

可以培养儿童的智力和心灵，在用心灵认识世界的时候

对周遭世界的事件和现象作出反映并表达自己的善与恶

的态度，进而认识这个世界事物的美与丑。

１．３　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童话室”是进行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而不可替

代的源泉，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

因为童话是人民创作的，是人民生活的写照，是人民创造

精神的体现，是人民文化的精神财富，因此童话内容中含

有爱国主义的题材，儿童不断了解童话，也会不断了解自

己的人民，也能增加儿童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从而形成

爱国主义的思想。

１．４　培养儿童的抽象思维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童话室”能够培养儿童的抽象

思维能力。他认为，有了童话，儿童的思想能够在童话世

界里自由翱翔，通过多次５次、１０次的重述童话时发现新
的知识。在具体的童话形象中，儿童去体验，去培养抽象

思维能力。

１．５　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童话室”能够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因为“童话室”是为儿童创造一个环境和氛围，让儿童能

回忆父母讲过的童话，而这个环境的布置都通过儿童自

己的动手，这样可以充分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１．６　培养儿童的创作精神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通过“童话室”可以培养儿童的

创作精神。在“童话室”里，一方面儿童能够进行童话形

象角色扮演，儿童不仅重复童话角色的原话，而且把自己

的想象带进童话做游戏。另一方面，在“童话室”里，儿童

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只要看见新鲜东西，就会在意识中

把别的事物联系起来产生幻想，同时儿童还可以创作童

话故事，激发儿童创作和塑造艺术形象的火花，培养儿童

创作的热情。

２　苏霍姆林斯基儿童教育观的启示
２．１　还儿童以儿童世界

在今天的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首先应该把儿

童看作是儿童，而不是不把儿童当作成人来对待，迫切需

要还儿童以童话，还儿童以儿童世界。童话在儿童世界

占据重要的领域，这个是不容怀疑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

所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孩子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斗

争。”的确，童话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

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的思想性格的成长。一般故事神

奇曲折，内容和表现形式浅显生动，对自然物的描写常用

拟人化手法，能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童话是根据儿童

心理发展的特点创造出来的，运用了想象、幻想和夸张、

比喻等修辞手段，给儿童提供了认知世界的一种文本。

正如有人提出“童话是儿童与大自然的对话，童话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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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的对话”。儿童在童话世界里能找到善恶的原型，

能体验到思维的快乐，能得到充分的幻想，能学习语言。

童话更能培养儿童的抽象思维，此时儿童的智慧发展趋

于成熟，思维能力已超出事物的具体内容或感知的事物，

思维具有更大灵活性。在儿童的第二阶段即前运算阶

段，童话具有重要价值，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童话形

象—这是从鲜明、生动和具体的事物到抽象事物的第一

步。”因此，我们的新课程与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家长

需要重视童话在儿童世界里的重要位置，还儿童以儿童

世界。

２．２　加强儿童教育与生活的有机联系
很多时候，儿童教育脱离了生活，把儿童引导到那种

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的灌输上去，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开

始就学习如何去应付考试，如何如取得高分，儿童的周遭

生活受到了忽视，于是很多学者喊出了“教育回归生活”、

“课堂回归生活”、“课程回归生活”如此等等急切的呼唤。

在新课程背景下，教育回归生活已经受到了关注，首先从

教育理论上，杜威的教育理论就受到了重视，在教学实践

中也逐渐重视生活与教育的联系，我们可以从新课程改

革后的教材分析不难发现，而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重

视生活与教育的有机关联。我们从苏霍姆林斯基“童话

室”教育思想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启示，我们重视童话在儿

童生活中的意义，关注儿童的精神生活，关注儿童与自然

的对话，关心儿童与自我的对话，关注儿童与同伴的沟通

与交流，让儿童在教育中接受生活的应然，“让课堂焕发

出生命的活力”［２］，实现教育密切联系生活。

２．３　重视儿童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能否积极有效地开发利用各

种课程资源，关系到课程性质、目标的实现，制约着课程

实施的质量。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也是教师创造

性的重要标志和促进教师自身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

要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师需要打破传统课程

理念，不仅仅做课程的执行者，更要成为课程的建构者，

如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积极利用“童话室”去开发儿童教育

的资源，所以教师“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

极利用。”［３］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具有创造性

的教学，不断从自然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去开发与利用课

程资源。

２．４　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和探究精神
大家知道，创造力主要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一

切已知信息，产生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

产品的能力。儿童创造力主要是针对创造性想象而言，

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决定了儿童只能借助想象来思考和

创造。同时，想象的特点—随意性、跳跃性、非现实性使

儿童不需太多的知识经验便可以产生新的联想，并在不

加拘束、灵活自如的运用中得到乐趣。儿童最喜欢想象，

而正是在这些想象或者想象的结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创

造性的成分。苏霍姆林斯基在“童话室”里鼓励儿童自己

创作童话为我们教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著名的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在《创造宣言》中指出：“处处是创造之

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

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４］因此，在新的课程背

景下，教师需要不断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和培养儿童在

生活世界中的探究精神。

２．５　保护儿童的想象力
儿童想象力是儿童进行学习的重要条件，想象力越

强，思维能力越强，想象力强，记忆能力一般也较高。调

查资料显示，幻想力和想象力特别强的学生，学习成绩也

比较好。而且想象力比较强的儿童个性特点也比较鲜

明，他们思维活跃敏捷，求新求异，有独立见解，喜欢寻根

问底，而且记忆力强，知识面较广，联想丰富，学习新事物

也特别快，对感兴趣的问题也很专注。然而由于我们教

育领域过分注重应试教育，注重背诵和死记硬背，忽视儿

童想象力的培养，导致儿童教育过程中儿童缺乏丰富的

想象力，于是有人发出了“谁偷走了中国儿童的想象

力”［５］的呼喊。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需要学习苏霍姆林

斯基，时刻给儿童创造想象的情景和空间，在具体的教学

实践过程中要保护和善待儿童的想象力，让“教”与“学”

成为有想象的“教”与“学”。

２．６　培养儿童的参与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儿童不被鼓励参与学校、家庭或公共

事物，儿童不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儿童在社会中参与机

会较少，在多数情况下，由成人单方面决定有关儿童的事

项，很少征求儿童的意见，这样以来，儿童参与能力较弱，

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儿童有效地参与，保障儿童的意

见能够被决策者听到。但是在新的课程理念下，“倡导学

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６］儿童的参与能力在新课程实

施中得到彰显，儿童不是被动的机械训练的机器，也不是

知识填充的容器，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的活的思维

体，让儿童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是新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

苏霍姆林斯基在“童话室”里“由孩子们自己去讲”的做法

是一种培养儿童参与精神的重要榜样，为我们提供重要

的示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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