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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儿童的想象也和儿童的记忆

、思维等心理过程一样，是在教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有

些心理学家认为，想象是一种纯粹内部的机能，是自然成熟

的。他们认为：儿童的想象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人不

应加以任何的干预，否则就会妨害儿童想象的发展。这种观

点是不正确的。一些研究证明：在小学儿童绘画的时候，如

果只是听其自然地让儿童随便画什么，那么，画出来的图画

常常在内容上和结构上都很贫乏。反之，如果在主试者的“

干预”之下，事前加以指导，儿童绘画的内容和结构就常常

比较丰富而多样。教师的经验也证明：小学儿童在进行文艺

写作或模型制造等想象活动的时候，不能专靠所谓一时的“

灵感”，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关的知识技能。因为灵

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知识技能的基础上产生的。 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培养和发展儿童的想象，这是发展

儿童独立思考能力、避免学习上形式主义倾向的重要条件。

1．丰富儿童的表象 想象的水平是依一个人所具有的表象的

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为转移的。对于同一事物，成人和儿童想

象的广度和深度都不一样，这主要由于他们的表象的积累，

即已有的知识经验各不相同。例如，讲到“人类祖先用石刀

、石斧来从事劳动”这件历史事实的时候，低年级儿童所能

想象的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如“祖先”就是“爷爷”的形象

，“石刀”就是石头做的切菜刀等等。而一个成人所能想象



的内容就丰富得多了。因此，在教学中，为要发展儿童的想

象，首先应该根据儿童心理水平，通过实物、图片或参观等

等，使儿童获得足够的有关的表象。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常

常为了使儿童深切理解关于描写“秋天”的词句，带领儿童

到郊外观赏秋天的景色，这种用意是值得学习的。 2．利用

生动的言语描述 教师的言语是启发儿童想象的重要因素。教

师要善于运用生动的、带有情感的言语，来描述儿童所要想

象的事物的形象。例如，在讲述历史人物的时候，教师不应

该冷淡地、死板地讲一堆死的史实，而应该在儿童所能理解

的范围内，用生动的言语、恰当的表情，来描绘有关的史实

，使儿童的想象活跃起来。 当然，教师必须注意：言语必须

是儿童所能理解的，否则就毫无作用。实验研究指出：词只

是在它能够使过去知觉中那些与当前想象形象有关的成分活

跃起来的时候，才能改变或充实想象的形象。如果学生在过

去知觉中获得的印象很贫乏，词就不能促使想象的形象更为

完善。 3．培养正确的、符合现实的想象 想象常常是直接和

人的思想意识、个性品质相联系的。在教学中，教师要特别

注意培养儿童正确的符合现实的想象。例如，在语文、自然

常识等学科的教学中，激发儿童热爱祖国、准备将来更好地

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崇高愿望，同时及时纠正儿

童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不良的愿望等等。 4．指导儿童

阅读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是培养儿童想象的最好的材料，因为

文艺作品一般都是通过艺术的语言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它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教师应该积极关心和指导儿童阅读良

好的、适合儿童水平的文艺读物，借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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