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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儿时背诵的诗歌吗？是唐代
诗人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还
是当代诗人金波的“走啊，去看海，海是我
们的梦”？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自古就有诗教
传统，儿童教育的基本方式都是从诗歌开
始的。2020年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
程标准》也提出，“结合所阅读的作品，了解
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写作的一般规律。
捕捉创作灵感，用自己喜欢的文体样式和
表达方式写作，与同学交流写作体会。尝
试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

随着孩子对优秀诗歌的需求，童诗教
育的功利化、教条化，童诗创作的成人化、
段子化，优秀诗歌教材短缺等，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诗歌？如何创作符
合孩子身心特点的优秀童诗？日前，由《诗
刊》社主办的“当下童诗儿歌的创作与传播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深入研讨，以期为当
下儿童诗歌教育探索一条有益路径。

诗歌教育远离诗歌现场

当前的童诗教育薄弱，成为与会专家
们的共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南开大学文学
院教授罗振亚列了一长串：经典文本太少；
许多读者、批评者将童诗模式化，本应由儿
童创作的“本真的诗”，却被成人改成他们
所谓的“纯真的诗”；很多人认为现代童诗
是“小儿科”，不需要诠释……

“更深层的原因，是很多人仍持有错误
的诗歌观念。”罗振亚说，他们认为诗歌很
难把握，评价标准模糊。最明显的例子是，
很多省份高考卷中都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要
求——“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记者翻阅语文高考的历史，发现诗歌
写作向来不受作文试题青睐。2020年仍有
3个省份高考作文试题明确要求“不得写成
诗歌”。

“高考不让写诗歌，就是一个指挥棒。
它告诉家长，写诗与孩子的前途没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认为，这
是一个负面的暗示。同时，手机、短视频的
流行，让孩子每天都趴在手机上，挤占了文
学阅读时间。

随着国家对美育越来越重视，诗歌教
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据统计，“部编
本”语文1至6年级12册教材共选诗文132
篇，占课文总数的30%。

学校重视了，但“硬件”仍跟不上。《中
国校园文学》主编徐峙一针见血地指出，

“诗歌教育仍然远离诗歌现场，跟诗歌的时
代性完全脱节。教材里的诗歌远远落后于
时代。未来我们需要思考怎样让孩子们真
正从诗歌中感受到美、生命、找到自我，输
出自己鲜活的生命体验，这可能是诗歌从
业者、教育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应试教育思维，也是阻碍学生诗歌素
养培育的重要因素。青年评论家李壮在给
中学生做讲座时，发现学生的感受与表达

之间出现了断裂，“这些学生的语言感受力
很好，一到解读诗歌的时候，又回到考试思
维，以模式化的思路去理解”。

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士强分析说，
当前语文教育对诗歌、诗意、诗性的东西不
友好，单一标准化的答案把诗的可能性空
间压得很小，学习和教育的过程，有时也是
一个去诗意的过程。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
得反思的东西，在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
作出一些改变还是有空间的。

北京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周群大声疾
呼，目前对老师的培训和拓展资源远远不
够，“真正做教学的时候，教材之外的需求
相当大，这部分要仰仗诗人为教学资源部
分把好关，特别是做阅读推广的老师，真的
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

经典童诗读本仍然稀缺

好的童诗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童心、童趣、童真。”吴思敬回答得斩

钉截铁。童诗要写给儿童，就要从儿童视
角出发，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成年诗
人要想写出好的童诗，须保有一颗童心，这
不仅是对儿童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作
家特别是诗人的要求。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也提出，“童心
说”、赤子之心一直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儿
童有敏感的天性，最容易感受到自然之美、
生活之美和情感之美，对万事万物永远怀
着新鲜感，这种敏感和想象力是我们写诗
的人最应当保持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童心呢？吴思敬概
括为两个要素——真诚和超越实用。“孩子
看世界的时候，就凭着他的本真，饿了要吃，
渴了要喝，病了要磨人，开心就嘎嘎地笑，不
会假笑、阴笑，皮笑肉不笑。同时，由于孩子
阅历浅，不谙世事，他们不是从实用的角度
看事物，而是喜欢沉浸在意境中，所以要摒
弃童诗单纯的说教味道。”吴思敬说。

发现好的童诗，优质的诗歌读本至关
重要。尽管市面上有一些好的诗歌读本，
比如洪子诚、钱理群主编的《诗歌读本》，树
才编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等，但整体
上仍然无法满足孩子和老师的需求。

诗人蓝蓝提到，古典诗歌在中小学教
材中占有更多的比例，是因为教材编选者
基本可以根据历代文学家、学者“经典化”
的定论去编选，而只有百年历史的自由体
诗，如何去遴选能够成为“经典”的诗篇，不
仅是教材编写者的难题，同时也在考验着
当代的批评家和学者们。

诗人西渡在担任诗歌活动的评委时观
察到，优秀的诗人不写童诗，写童诗的人往
往跟当代诗歌发展隔绝。“童诗创作变成了
一个圈子、一个专业。一些写童诗的人没
有童心，诗都是硬挤出来的。”

“童诗在庞大的少儿出版领域相对冷
门。”河北少儿出版社总编辑蒋海燕说，今
后童诗出版可以结合新媒体的特征和读者
阅读习惯的改变，在主题形式上加以创新，
把诗歌融入故事书、玩具书、绘本等类型，

引导孩子从幼儿起读诗。

从孩子的灵感中找灵感

“李白姓李/他叫李白，我叫李典/我和
李白都是一四班的男生/李白在课本里/我
坐在课桌前/李白教我学写诗/还经常和我
玩穿越/于是/我把自己写成了/（唐）李
典。”一首小学生写的诗，受到与会专家们
的赞许。

2010年3月，北京市作协把北京市大峪
中学分校建成诗歌特色学校。之后，在多
所小学开展诗歌素质教育，每年为中小学
生讲授百节以上的诗歌课，同时开展多种
诗歌活动，充分利用区内外的报刊发表孩
子的诗作，对他们进行鼓励。

作为大峪中学分校的诗歌艺术指导，
北京市门头沟区作协主席马淑琴做童诗教
育已近15年。除了辅导，她还为五本学生
诗集写过评论和序言，透过诗歌，她看到了
孩子们精神世界新鲜生动的诗意天空。“孩
子纯净的心与诗的距离最近，童心就是诗，
孩子的诗更在于真性情，是天性之诗。”马
淑琴说。

诗人树才一边写诗，一边教孩子写
诗。他教的孩子多数为五至七岁的孩子，
不超过十岁。刚开始，他也担心这么小的
孩子不会写诗。但几年下来，孩子们虽然
不会直接写，却可以说出诗来，爸爸妈妈们
帮他们记录。

有一次，树才让孩子们写一首关于爸
爸妈妈的诗。8 岁的李馨玥写道：“我 8 岁
了，妈妈38岁。我能吃一碗饭，妈妈能吃一
大碗饭。我喜欢打球、游泳，妈妈喜欢看电
脑、手机。我不戴眼镜，妈妈戴眼镜。等我
长到妈妈这么大，妈妈就老了。”

“我还发现，当孩子感觉到一种审美冲
动的时候，脱口而出，一首诗就有了。这些
年来，看上去是我教孩子们，其实是孩子们
的童心启发了我。”树才说。

作为一年级孩子的家长，方圆杂志社
执行主编邰筐对培养孩子的诗歌兴趣颇有
体会：“孩子要从古诗开始读，我儿子开始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时候，就学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
九十枝花’，等于把数学的内容又温习了一
遍。”后来，孩子就渐渐领略到诗词的奥妙，
自己还创作了诗。“不要以为孩子们幼稚，
他们的领悟能力很强。家长和教师要多些
陪伴孩子读诗的耐心。”邰筐说。

据光明日报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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