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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视角”所构建的选文系统在编写上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有助于思维的发展与提升、“育人

为本”教育思想的落实。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儿童视角选文可以分为三类：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

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和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在选文编排上，儿童视角选文具有文体多样性和分布层级

性的特点；在叙事特征上，展现出叙事话语复调化、叙事态度中立化、叙事效果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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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xt selection system constructed by “children’s perspective”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child-
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compil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
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ink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educat-
ing people first”. Th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the unified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ure children’s 
perspective, recall children’s perspective and observati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the arrange-
ment of selected articles, children’s perspectiv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ylistic diversity and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t shows the polyphony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neutrality of narrative attitude, and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nar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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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选文作为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主体内容，具有“示例、凭借和信息传递作用”[1]。《全日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教材选文要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

教材选文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文本本身，还需要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征，“儿童视角”

所构建的选文系统在编写上符合了儿童的思维特点，满足了儿童的学习需要，激发了儿童的阅读兴趣，

体现了“基于儿童发展、为了儿童发展”的育人理念。 

2. 儿童视角的定义与分类 

关于“儿童视角”的概念界定，学者们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晓东等人提出的，“儿童视

角”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者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

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医师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2]通过提炼，我

们可以总结出“儿童视角”的四点特质：在儿童视角选文中，作者借用儿童目光观察生活，用儿童口吻

叙述故事，用儿童思维呈现情节，用儿童话语表达情感。 
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儿童视角的运用使得文本呈现出别样的叙述语调和叙事风貌。叙述者不

再是洞悉一切的全知“上帝”，而是观察、感悟能力有限的儿童，儿童视角通过成人到儿童的角色转换，

以儿童别致的眼光去打量这个陌生复杂的成人世界，展现出易被成人忽视的原生态的生存面貌和生命本

真。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儿童视角文本时，都会根据文本的特质作出个性化的分类，如：夏兆林聚焦儿童

视角运用本身，深入剖析了莫言小说中存在的四种儿童视角类型：纯粹型儿童视角，经验自我型儿童视

角，限制型儿童视角，隐藏型儿童视角。王宜青将儿童视角叙述文本分为“回溯性叙述文本”和“假定

性叙述文本”两类。钱淑英基于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关系，将儿童视角划分为三种类型：

儿童与祖辈，孩子与父辈，孩子与伙伴。赵玉琳依据叙述者在小说中的立场，将萧乾的儿童视角小说划

分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类，每一类又根据视角转换情况分为单一儿童视角(儿童与儿童之间的视角转

换)和多个视角转换(儿童与成人间的视角转换)。乔世华依据儿童所“视”不同，将运用儿童视角的现代

小说分为“向内看”和“向外看”两类。陆祖林沿用乔世华的分类方法，提出“内在形态”的儿童视角

小说和“外在形态”的儿童视角小说。 
基于以上专家学者对儿童视角文本的分类，本文以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为研究对象，将涉及

的儿童视角分为以下三类：纯粹型儿童视角，回忆型儿童视角，观察型儿童视角。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

中儿童作为叙述者出现，全文只出现儿童话语；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通过儿童回忆童年往事，儿童话语

与成人话语并存；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中儿童作为观察者短暂出现，这种叙事形态存在于第三人称全知

叙述模式下，区别于前两种的第一人称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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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视角选文的意义 

儿童视角作为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重要视角之一，体现了编者的意图和用心，以儿童视角构建的选文

系统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儿童视角选文系统有助于落实“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3]初中语文不仅承担着教授

学生掌握必备知识和关键技能的任务，更担负着育人的重担，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儿童视角的选文系统秉持着“儿童本位”的基本理念，文类的选择“珍

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3]，选文的编排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

好奇心、求知欲，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3]。 
其次，儿童视角选文的编入符合初中生的生理发展规律和心理发展需求。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的第一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也就是说，我国的初中生均处

于儿童阶段。既然对象是儿童，教育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天性。翻阅小学语文教科书，

不难发现“儿童视角”的选文系统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初中生跨过了小学阶段，心理逐渐由懵懂无知走

向成熟懂事，思维由形象化发展为理性化，但是，初中生仍旧是儿童，身上还残存着儿童的特质。“教

材的选材与编排必须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教材的编写与设计应尽量

照顾到每一位儿童的生长”[4]。儿童视角的选文系统突出了初中生学习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基

于初中生在小学阶段已有的“儿童视角”文本阅读能力，初中语文教科书选入了少而精的儿童视角选文，

其童真、童趣的语言风格和叙事风格满足了初中生的审美取向，符合他们现有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情

感体验，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和阅读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初中阶段的儿童视角选文阅读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阶的要求，促进了初中

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有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小学阶段单一的儿童视角展现，

初中阶段的儿童视角选文要求学生透过儿童纯真的眼光，挖掘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和选文深刻的主题内

涵，整体的阅读要求更高。如《孔乙己》一文，属于典型的儿童视角反映成人世界的选文，学生不仅要

通过“我”于无声处感受到、听到、看到孔乙己的落魄寒酸，更要细细品味看客们“笑”中的意味，揣

摩一个人物背后代表的一类人，通过一个生活场景还原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风貌。 

4. 儿童视角选文的分类 

统编本语文教科书共选入了 10 篇儿童视角选文，其中 7 篇教读课文，3 篇自读课文。在选文编排上，

七年级上册选入 2 篇，下册选入 2 篇，八年级下册选入 1 篇，九年级上册选入 3 篇，下册选入 2 篇。除

去八年级上册，其余年级的选文几乎都对该类文本有所关照。在选文来源上，国内选文入选 8 篇，国外

选文入选 2 篇，其中国内选文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是鲁迅先生，占全部儿童视角选文数量的一半。 
根据儿童视角的类型，笔者将上述 10 篇选文分为三类：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

和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如下表 1 所示。 

4.1. 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 

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中，只存在儿童这一种话语，没有成人话语进行补充和说教，通篇都是以儿童

独特的眼光和活泼灵动的口吻去聚焦现实或历史，消解了现实的沉重性和历史的严肃性。这种类型的叙

事视角一般存在于第一人称叙述模式中，突出了儿童所感、所知、所说的主体地位，用儿童的意识流、

思维方式构建文本框架，用幽默诙谐、轻松活泼的儿童话语组织文本语言，渗透对世界人生的哲学思考

或是现实生存的审美关照。正如柯勒律治所说：“把儿童时代的情感注入成年人的理性中去，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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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tegories of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n selected textbooks of Chinese textbook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compiled 
表 1. 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文中儿童视角的类别 

儿童视角类别 选文题目 作者 年级 单元 

纯粹型儿童视角 
*金色花 泰戈尔 七上 第二单元 
枣儿 孙鸿 九下 第二单元 

回忆型儿童视角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七上 第二单元 
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 七下 第三单元 

社戏 鲁迅 八下 第一单元 
故乡 鲁迅 九上 第四单元 

观察型儿童视角 

*台阶 李森祥 七下 第三单元 
我的叔叔于勒 莫泊桑 九上 第四单元 

*孤独之旅 曹文轩 九上 第四单元 
孔乙己 鲁迅 九下 第二单元 

 
新颖和惊奇的感受去鉴定我们几十年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表象——这便是天才的独特个性

和才能。”[5]如《金色花》一文，“我”是一个儿童叙述者，想象自己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和妈妈玩起

了躲猫猫游戏，通篇通过天真烂漫的儿童叙事话语表现了“我”对母亲的依恋之情。阅读纯粹型儿童视

角选文，我们仿佛在与儿童对话，倾听童言，感受童趣。 

4.2. 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 

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则同时存在两种叙述话语：儿童话语和成人话语。此类型选文中的“我”现实

中是成人状态，但当回忆起童年往事和经历时，倾向于穿越时空，让自己回到儿童状态，用儿童话语呈

现回忆中的那些人和事。也就是说，儿童话语呈现的是儿童“我”发生的童年故事，成人话语呈现的是

成人“我”回忆的童年往事。如《阿长与〈山海经〉》就是一篇回忆型散文，作者写作时当下的回忆和

过去童年的感受相互交错，成年的“我”和童年的“我”两种叙述话语自由转换，灵动地展现了作者对

于长妈妈的情感流变情况。在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中，存在着两种时空，成人话语和儿童话语的交织、

现实和回忆的迭合、儿童的单纯感性与成人的功利理性的对比，都使得文本充满了内在张力和审美趣味。 

4.3. 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 

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中，儿童充当观察者角色，旁观复杂的生活流态，同时也作为叙述者，控制着

文本叙事节奏和语态呈现。这种类型的叙事视角存在于第三人称叙述模式中，儿童话语在此类文本中没

有大量出现，但却是作者叙述策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三人称叙事如同上帝视角一样能够全景展现

事物，造成了文本真实性、自然性的流失，此时换上儿童视角，用儿童有限的视角来观察事物，如同一

面镜子一样呈现世界的原貌和成人的外在行为，更好地帮助读者窥探人性深处，领悟文本主旨。如《我

的叔叔于勒》以天真的儿童视角叙述了菲利普夫妇和于勒间发生的故事，文中的“我”冷静细致地陈述

着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变化，不加任何的道德评价和世俗判断，但金钱社会的人情冷漠却赤裸裸地

暴露在读者面前，其冲击力和说服力远远大于以成人视角回忆少年往事的叙述模式。阅读观察型儿童视

角选文，儿童是文本细读的引路人，为读者明晰阅读道路和鉴赏方向，并且适时地走到读者面前发声。 

5. 儿童视角选文的分析 

5.1. 选文编排分析 

1) 文体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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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得，儿童视角选文的文体类型丰富多元，涉及了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戏剧，其中，小说

占据了大部分篇目，散文次之。初中生正处于一个开始独立探索、认识世界的阶段，优秀的小说和散文

选文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文体丰富的选文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

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分布层级性 
如图 2 所示，在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入的 10 篇儿童视角选文中，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仅有 2 篇，

占比 20%。而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和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各有 4 篇，均占比 40%，这与三种类型的选文

阅读要求高低和难易程度有关，体现了儿童视角选文的层级性。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style of selected texts 
from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the unified compila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图 1. 统编本语文教科书中儿童视角选文文体统计图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texts se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in the unified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
book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图 2. 统编本语文教科书中儿童视角选文数量统计图 

 
学生在阅读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时，阅读感受时轻松愉悦的，因为全文的叙述者就是儿童，儿童的

思维是感性具象的，语言是直白明了的，逻辑是单线简单的，所以此类选文对学生提出的阅读要求较低，

在初中教材选文中的比例也占比较低。如《金色花》一文被编入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因其主题内涵较

容易解读，且以自读课文呈现，是小学升入初中的过渡性选文。《枣儿》一文虽在九年级教科书中，但

是被编入了“活动与探究”单元，在教学过程中更关注其戏剧文体的应用性，而非通过儿童视角呈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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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主题内涵。 
再看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初中三个年级中。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以童年往事和

童年经验为主要内容，初中生正处于儿童时期，此类选文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学生在阅读时可以联系

自己的生活经验，“身临其境”地在文本内自由穿梭。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要求学生有区分儿童话语和

成人话语的能力，从直觉感性的儿童视角中透视文本深处的内涵，感受成人世界的复杂和无奈，这就对

学生阅读能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对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阶的要求。儿童作为文本的观察者，用直觉

的眼光和心灵去窥探成人世界，呈现的是未加修饰的原生态内容和对生活的原初体验。这就要求学生细

细品味细节，运用理性的逻辑思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用自己的语言说出隐藏在儿童视角背后的深

层意蕴和主题内涵。从选文的年级编排可以看出，此类文本大部分被编入了九年级，九年级的学生经过

了初中两年系统化的学习，思维逐渐由感性变为理性，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去分析、判断、整合。 

5.2. 叙事特征分析 

由于纯粹型儿童视角选文在部编版初语文教科书量少且主题内容浅显易懂，这里就不对该类型的选

文进行叙事特征分析。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和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有丰富的文本内涵和深厚的主题意蕴，

儿童视角的出现，使得叙事话语、叙事态度、叙事效果都因儿童的感性认知和单纯眼光而呈现出独特的

叙事特征和美学价值。 
1) 叙事话语复调化 
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和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中都存在着两种话语，即儿童话语和成人话语，儿童简

单纯粹的声音与成人复杂批判的声音在文本中同时存在、交织回旋、切换自如，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

构成了选文的复调特质。 
先看回忆型儿童视角选文，儿童视角作为显在的叙述视角是浮于文本表面的，叙述过程中夹杂着历

经沧桑后的成人话语。只要是童年回忆，必然是过去的童年生活和当下的成人世界的“出”与“入”。

“入”指的是带领读者进入儿童“我”描绘的童年世界，激活童年情感，感受儿童心理；“出”指的成

人话语对儿童话语的打断和干预，提示读者文本中成人身份的存在，将沉浸在儿童世界中的读者拉出回

忆中的场景。《故乡》中的“我”叙述少年闰土时用的是儿童话语，雪地捕鸟、海边拾贝、月下刺猹、

潮汐看鱼等童年趣事随着儿童视角娓娓展开，充满诗意的笔触下透露出童年的无忧无虑、友谊的纯洁珍

贵。而在叙述成年闰土时，“我”亦同是成人，在时间磨洗下，成人话语之间的对话下渗透着世事变化

的无奈之情和物是人非的苍凉之感。在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切换中，少年闰土与成人闰土的两种截然

不同的性格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复调的审美张力。 
再看观察型儿童视角选文，儿童视角作为内隐的叙事视角串联起整个文本，叙述过程中以“我”儿

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着不加修饰和道德评价的成人话语。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以若瑟夫的儿童视

角回忆父母和叔叔于勒之间发生的故事，文中的“我”是故事情节的叙述者和推动者。通过“我”的耳

朵记录下父母对叔叔于勒的称呼转变，用“我”的双眼观察父母对于勒的情感变化，这种儿童话语与成

人话语的相互叠加的叙述模式，冲淡了现实的逼仄和冷峻，儿童视角的叙述口消解了金钱社会下人情冷

漠的直逼性和尖锐性。 
在儿童视角选文中，“成人与儿童两重世界的明暗交织、双重话语的显微错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

往复，这使它呈现出复调的诗学意味。”[6]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交织回旋，使得文本叙事内部充满了

张力和升级，不仅拓宽了叙事的空间，而且将作品的主题引入更深刻的层面。 
2) 叙事态度中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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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作为个体的初长阶段，不受任何道德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熏陶感染，保留着内心的纯净和生命原

初状态。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为儿童视角是有限

的、思维是感性的、目光是天真的，他们通常是以观察者的姿态面对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无法对复杂

社会的人与事作出道德评价和世俗判断，而且生活的复杂性也不需要单纯稚幼的孩子作出是非褒贬的价

值判断，固儿童视角呈现出的内容均来源儿童“一念之本心”。正是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反而能够以

真正冷静、客观、中立的态度呈现人类的原初本性和事物的真实面貌。 
《孔乙己》讲述的是小伙计“我”眼里发生在咸亨酒店的故事，在“我”目睹短衣帮、长衫雇主和

掌柜对孔乙己嘲笑侮辱的这一集体性行为后，既没有为人格受辱、心灵受伤的孔乙己受伤发声，也没有

对看客的冷漠麻木作出道德批判，在“我”眼中，孔乙己只是一个可以带来“快活空气”的人，能打破

“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叫人活泼不得”的凝重气氛。选文中的“我”保持着儿童视

角的中立性，只负责呈现咸亨酒店的本来面貌，在儿童视角里，激烈的反封建呐喊声振聋发聩，矛头直

指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摧残，这种深刻的叙事效果是成人视角无法达到的。 
在儿童视角构建的选文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讲述”变成了客观中立的“呈现”，道德化的议论、

理性的说教、是非正误的判断的任务退出了叙述范畴，文本中只留下最真的生活原貌。 
3) 叙事效果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提到，“如果作者

想使世界陌生化，那么这一世界就必须落入非同寻常的眼中：这就有了利用局外人、非同寻常或完全天

真的人物、小丑、疯子或非西方文化中人作为观察者的倾向。这些人可以震动我们，因为他们证明，我

们认为自然地东西实际上是惯例性的，或者是不合逻辑的。”[7]儿童是最接近“完全天真的人物”，儿

童视角呈现出的世界是非同寻常的，所以产生了陌生化的叙事效果。 
儿童视角下特有的儿童话语，打破了语言的种种枷锁和禁忌，“这是对常规叙述语言的歪曲和反叛”

[8]，产生了陌生化审美效果。《故乡》中有一段描写少年闰土刺猹时的环境：“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

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在朴实清新的儿童视角下，被人们

熟视无睹的自然景观形成了陌生化效果，展现出异样的美丽。 
另外，在话语在日常交流中，成人已经形成了标准化、常态化的语言逻辑和思维方式，而儿童话语

的句式简短灵活、思维跳脱变换突破了语言运用的规范和标准，促成了文本叙事的独特节奏和韵律，形

成了陌生化效果。如《孤独之旅》中杜小康跟着父亲去放鸭，经历过一场暴风雨后看到鸭子们下的蛋，

惊喜地大叫“蛋！爸！鸭蛋！鸭下蛋了！”又如《故乡》中我初见少年闰土时，被闰土口中无穷无尽的

稀奇事深深吸引，“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

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我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难发现，儿童话语是缺少前后逻辑的，通

常是现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薄弱的思维能力致使其话语句式是零散、简短的。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对儿童视角选文进行了精心编排，文体选择丰富多样，不同类型的儿童视角

选文在不同年级分层设置，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类型儿童视角选文的叙事特征，从叙事态度、叙事

话语、叙事效果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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