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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卓越教师培养的关键时期，课程在卓越教师培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儿

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统领和支持专业课程建设，同时又与小学语文教

学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构建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体系和儿童文学课程 ＬＲＴＤ教学模式，

优化儿童文学课程评价方式，能够充分发挥儿童文学课程在卓越教师培养中的重要价值，有利于培养卓

越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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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在２０１１年度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高等
教育要全面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启动实施 “卓越

教师教育计划”。实施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是时

代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必然需求，有助于提高教师教

育质量，培养高素质教师。有效的教学改革，高效

的教学模式是 “卓越教师培养”的突破口。１９２０
年，周作人在他的 《儿童的文学》演讲中指出，

所谓儿童文学就是 “小学校里的文学”。可见，在



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几乎就是小学语文。因此，

要想培养卓越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小学教育专业

的儿童文学课程，儿童文学课程的质量直接影响卓

越小学语文教师的质量和素质，良好的儿童文学课

程对卓越小学语文教师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

值。在目前的小学教学中，儿童文学课程学时越来

越少，而且还停留在以理论知识学习、教师讲授和

课堂学习为中心的层面，缺乏对学生儿童文学思维

方式、儿童文学素养和儿童文学综合能力的培养。

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以培养卓越小学语文

教师为目标，以开放教育为理念，注重学生 “内

实力”的提升，关注学生自身特点、成长需求和

就业需要，使学生能够进行儿童文学知识、儿童文

学思维、儿童文学能力和儿童文学素养的自主学习

和主动建构，学会自我卓越成长。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体系

２００９年７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全球教育战略

圆桌会议上，英国教育战略学家巴伯 （Ｍ．Ｂａｒ
ｂｅｒ）提出了良好教育的 “课程公式”：ＷＥ＝Ｅ（Ｋ
＋Ｔ＋Ｌ），其中，ＷＥ表示 “良好的教育”，Ｋ代表
“知识”，Ｔ代表 “思维方式”，Ｌ代表 “领导才

能” （包括领导自己和他人），Ｅ代表 “以情感意

志为核心的素养”。［１］显然，良好的教育是知识、

思维、能力和素养的综合教育。儿童文学课程由谈

话式开放课程、探究式研究课程、分享式特长课程

和整合式职业课程四部分组成。从儿童文学的视角

来说，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四大课程以培养具备

魅力无边的儿童文学思想、博大精深的儿童文学知

识、大作家气质的儿童文学思维张力、卓越的儿童

文学创新与研究能力、浓厚的儿童文学素养、出众

的儿童文学特长、独具个性的儿童文学教育主张和

娴熟精湛的儿童文学教育技能八大特质的卓越小学

语文教师为目标。

（一）谈话式开放课程：激发学习兴趣，打开

文学之门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２］可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谈

话式开放课程包括五个板块：一是儿童文学知识，

夯实学生的儿童文学基础知识；二是儿童文学史，

重构学生的儿童文学思维模式；三是儿童文学作家

介绍，培养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四是儿童文学作

品解读，提高学生的儿童文学剖析能力；五是儿童

文学名著鉴赏，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该课程主要

采取师生谈话和生生谈话两种谈话方式，组织学生

围绕趣点、热点、知点和疑点进行开放式讨论，打

造开放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他们尽快进入

到儿童文学学习之中。在谈话式开放课程中，每一

个学生都需要提出一个自己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探究式研究课程：培养问题意识，打开

研究之门

问题意识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贯穿于学

术研究的整个过程。没有问题意识，也就无所谓学

术研究了。正如巴尔扎克所言：“打开一切科学的

钥匙都毫无疑问的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就在于逢

事就要问个为什么。”［３］探究式研究课程包括儿童

文学热点聚焦和教师儿童文学科研心得两大板块。

主要采取探究式研究，用不同的思想碰撞来激发学

生头脑中儿童式的想象力和灿烂的创造性火花，引

导学生在探究中发现和关注儿童文学问题，培养学

生问题意识，把学生引领到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殿

堂。课程不仅可以组织学生围绕儿童文学文学大

师、儿童文学经典名著等进行探究式专题研究，还

可以把儿童文学探究式研究与教育见习、实习、研

习、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和毕业论文等有机结合。

在探究式研究课程中，每一个学生都需要自选研究

视角，进行儿童文学微问题研究。

（三）分享式特长课程：发展个性特长，打开

创新之门

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认为，只有尊重学生的

个性，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特长，为他们提供适

合自己的教育，他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成长为现代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

才。［４］分享式特长课程包括儿童文学作品谱曲演

唱、儿童文学作品配乐朗诵、儿童文学作品简笔绘

画、儿童文学作品复述讲述、儿童文学作品仿编创

编、儿童文学作品表演游戏和儿童文学作品动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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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七大板块。该课程首先由特长生在班级展示特

长，全班同学一起分享，感受特长的魅力；进而围

绕上述七大板块，学生自由组建特长小组，特长生

为小组组长；结合儿童文学体裁类型，小组组长在

小组内分享特长，依据学生自身特点，带领本组成

员进行特长能力训练，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

他们的创新精神，争取生生有特长，人人有魅力。

（四）整合式职业课程：培养卓越技能，打开

就业之门

一些先贤早已指出，文学就是人学。文学教育

就是人学教育，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５］整合

式职业课程包括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选篇作品分

析、儿童文学选篇教学设计、儿童文学选篇案例分

析、儿童文学选篇教学观摩、儿童文学选篇说课训

练、儿童文学选篇教学模拟、儿童文学选篇教学反

思、儿童文学教育热点研究和儿童文学活动设计与

组织九大板块。在整合学生儿童文学知识、研究水

平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之上，结合小学语文教育的实

际，进行职业化训练，培养学生卓越教育技能，促

进学生个体生命的整体成长，促进学生个体综合素

质的优良培养，成就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 “卓越

小学语文教师”。

二、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

ＬＲＴＤ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ＬＲＴＤ教学模式结构

儿童文学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站在儿童的立

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

儿童的心灵，体现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精神需要

相符合。它强调儿童心灵的成长、性情的涵养、人

格的完善、文化的建构和能力的发展，更有利于构

筑儿童的梦想和希望，为儿童的幸福人生奠基，为

儿童的生命成长奠基。儿童文学的价值贯穿于儿童

成长的整个人生阶段，影响儿童一生的发展，某种

程度上来说，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成就儿童的终生

价值。如何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的价值呢？基于卓

越小学语文教师的培养，构建了小学教育专业儿童

文学课程ＬＲＴＤ教学模式。
所谓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就是以培养卓越小学语

文教师为目标，以学生卓越发展为核心，围绕学习

（Ｌｅａｒｎ）、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训练 （Ｔｒａｉｎ）和展示
（Ｄｉｓｐｌａｙ）四大环节循环展开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
模式。此模式的关键在于它以小学语文卓越教师培

养为依托，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

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注重学生儿童文学知

识、儿童文学思维、儿童文学能力和儿童文学素养

的自主学习和主动建构，使学生获得个性的全面卓

越发展。符合国家教育部２０１０年３月颁布的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对人才培养

质量和教师队伍素质建设的要求。

１．“Ｌ”环节：儿童文学主题谈话式学习
“Ｌ”环节主要是围绕儿童文学趣点、儿童文

学热点、儿童文学知点和儿童文学疑点进行主题谈

话式学习。用趣点激发学生儿童文学学习的兴趣，

用热点点燃学生儿童文学学习的热情，用知点巩固

学生儿童文学基础知识，用疑点培养学生问题意

识。本环节的关键就是在趣点、热点和知点的学习

与讨论基础之上，引发学生质疑，培养学生自由提

出问题、批评性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

使学生形成敢于积极表达自己意见的好习惯。需要

注意的是该环节中，师生谈话、生生谈话是形式，

师生互学、生生互学是内涵。

２．“Ｒ”环节：儿童文学专题探究式研究
“Ｒ”环节主要是围绕儿童文学著名作家和儿

童文学经典作品等进行课内专题探究式研究，还要

将儿童文学专题探究式研究延伸到教育见习、实

习、研习、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

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

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儿童文学专题探究式研究

的一般流程为：组建研究小组———明确研究对象

———介绍研究方法———熟悉研究对象———确定研究

视角 （每生一角）———多渠道搜集资料———组内

交流讨论———撰写研究论文———组内生生评议———

完成自评———汇总组内研究成果———撰写研究综述

（每生一篇）———形成汇报材料 （每组一本）———

召开研究汇报交流会———评选优秀研究小组。这一

环节重在让学生在专题探究中从学习者成为探究

者、思考者和研究者，最终将儿童文学知识转化为

儿童文学能力和儿童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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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Ｔ”环节：儿童文学能力职业化训练
“Ｔ”环节主要就是围绕学生 “个性特点”和

“就业需求”对他们进行儿童文学作品朗诵、讲

述、表演等儿童文学基本能力训练，小学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选篇教学能力训练，大 （小）学儿童文

学活动组织能力训练和大 （小）学儿童文学教育

研究能力训练。在这一环节中，儿童文学基本能力

训练是基础，儿童文学能力职业化训练是终极训练

目标。

４．“Ｄ”环节：儿童文学特长多元化展示
“Ｄ”环节主要是以多种形式在大 （小）学进

行儿童文学学习成果的展示，主要有多元儿童文学

社团风采展示、多层儿童文学实践活动展示、多变

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展示和多样儿童文学创作网络展

示。这一环节中，教师要注重开发学生个性潜能，

挖掘适合学生生存、发展和就业的潜质特长，培养

学生的个性特长，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

（二）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的原则

１．卓越性原则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必须要保证儿童文学课程

培养目标的卓越性，即以提升学生儿童文学综合能

力和职业素养为初级目标，以培养卓越小学语文教

师为终极目标。同时，还要关注卓越培养目标的可

达性，提升培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２．价值性原则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 “培养学生良

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作为战略目标之一。

刘绪源曾说过，“儿童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６］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要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重要价
值。儿童文学的首要价值就是审美意蕴。古罗马教

育家普鲁塔克说过，儿童的心灵 “不是一个需要

填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７］儿童

文学就是要让儿童对作家创造的审美意象进行不断

地审美练习，进而培养儿童的审美情趣。同时，还

要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价

值，实现儿童文学在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中的重要载

体价值。

３．适切性原则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必须要保证儿童文学课程

教学内容的适切性，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课程的教

学内容应该适应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切合学生的

个性成长和卓越发展，切合学生的儿童文学能力发

展，切合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培育，切合学生的就

业需求，为不同潜能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为学生

走入职场作好准备。

４．陶冶性原则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必须要保证儿童文学教育

环境的陶冶性。儿童文学本身就具有陶冶性，教师

一方面要注重学生学习儿童文学环境的塑造，利用

多种实践活动，创设开放式文学性灵课堂，注重儿

童文学潜移默化的陶冶性。另外，作为教师，对儿

童文学要有一种天然的爱的自觉，具备超凡脱俗的

儿童文学性灵，教师自身的文学性也是对学生最好

的感染。同时，还要关注儿童文学的激发性，在儿

童文学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儿童文学兴

趣，激发学生的儿童文学灵感，激发学生的儿童文

学潜质，激发学生的儿童文学能力。

５．实践性原则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必须要保证儿童文学教育

过程的实践性。围绕儿童文学特征和学生特点，开

展儿童文学作品仿编创编、表演游戏和动画制作等

儿童文学实践活动；围绕学生就业需求，开展小学

语文教材儿童文学选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ＬＲＴＤ
教学模式的实施要确保对学生儿童文学知识的构

建、儿童文学思维的养成、儿童文学能力的提升和

儿童文学素养的培育落到实处，引导学生自觉地思

考儿童文学、思考儿童文学教育，促发学生儿童文

学经验的获得和综合能力的形成。

６．前瞻性原则
实施ＬＲＴＤ教学模式必须保证儿童文学课程教

学的前瞻性。儿童文学教学要站在时代与社会发展

的高度，要站在儿童文学发展的高度，要站在儿童

文学教育的高度；要关注学生儿童文学知识的构

建，要关注学生儿童文学思维的养成，要关注学生

儿童文学能力的提升，要关注学生儿童文学素养的

培育。立足于不同时期学生发展的需求，保证学生

发展后劲十足。

三、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评价方式

加德纳认为， “智力增长非常重要的也是最

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就是回顾已进行的工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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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既定的目标，评估进展，提出改进方案或从他

人身上学到知识的能力。”［８］面向卓越小学语文教

师培养目标的儿童文学课程构建了 “自我反思性

评价、同伴互动性评价、教师动态性评价和第三

方适切性评价”相结合的双向包容式发展性循环

评价体系。在循环评价之后，学生做出自我调整

提升，参与课程笔试和口试相结合的过关性考

核，依据考核结果继续做出调整提升。该评价体

系以 “自我反思性评价”为核心，关注评价的主

体特征，关注学生学会自我发展，关注学生学会

职业性评价；重在以同伴互动性评价、教师动态

性评价和第三方审议性评价，开拓学生的评价视

角，完善学生的自我反思性评价，提高学生自我

反思性评价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知识、能力

和素养的自主培养和主动建构，为学生的自我成

长，打下坚实基础。

所谓自我反思性评价，就是学生对自己参与课

内外和校内外儿童文学活动的各种情况，就多方面

的表现做出自我评价，重新梳理自己，假设再次参

与活动的表现。自我反思性评价的目的是让学生能

够进行自觉自评，学会自我反思，能够进行自我教

育、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所谓同伴互动性评价，就是同伴之间进行的互

评，口头评价和书面评价交叉进行，这种评价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肯定性评价、激励性评价、竞争性

评价。同伴互动性评价可以提高学生敏锐的观察

力、理性分析和归纳总结能力，可以培养学生他评

的能力，在他评的同时，引导学生及时进行自我

反思。

所谓教师动态性评价，就是教师依据学生心理

动态、智能发展动态所进行的一种评价，它的核心

是教师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关注不

断发展中的学生，使学生在不断发展中寻求新的发

展。教师动态性评价可以引导学生用动态发展的眼

光及时进行自我审视。

所谓第三方适切性评价，就是学生进行校外实

践时，小学师生对学生的评价，这些评价适应学生

就业实际，切合学生未来的就业需求。第三方适切

性评价可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保证学生就业的适

切性，引导学生及时进行满足就业需求的自我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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