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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动物题材
选文的类型分析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具有“泛灵
心理”[1]。在童年时期，人们常把动物当作
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这些伙伴在一定程度
上也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教材中的动物
课文深入了解，才能把握好教学的着力点。

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动物题材的
选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占比大、内容丰
富，同时在体裁方面也呈现多样化特点，兼
具代表性。

笔者在对小学语文教材数量进行统计
时，发现一至六年级动物题材选文约为69
篇，占教材课文总数的22%。笔者根据其内
容特征进行了类型划分，包括寄寓类、认知
类和生态伦理类。这三类选文分布于小学
的三个学段，但是每个学段的分布存在着
较大差异。以童话、寓言为主的寄寓类选文
在动物题材选文中占比最大，大多出现在
小学低、中年级，尤其是低年级；以散文、科
普文为主的认知类选文在每一学段的数量
分布则比较均衡；而生态伦理类的动物选
文占比最少，多出现在中、高年级。下面从
三种类型的内涵、选文体裁、选编数量以及
分布情况作一个梳理，具体见下表：

由表可知，上述三类选文在教材的编
排中遵循了儿童发展连续性、阶段性的心
理特征，同时选文体裁的编排又有所侧重。

二、动物题材选文的伦理取向

卢梭说：“在达到理智年龄以前，孩子
们不能接受观念，只能接受特有形象。”[2]
小学生喜欢动物，愿意接受多样的动物形
象。小学教材中有关动物题材的选文依托
动物外形，将动物拟人化，就易于被儿童所
接受。如果对这些动物形象进一步分析，恰
恰可以透视出这些形象背后所蕴含着伦理
关怀，即三种不同题材类型的伦理取向。

（一）儒家伦理文化
首先，寄寓类题材的伦理取向源自于

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儒家伦理提出“仁、义、
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贯穿于中华伦理
发展之中，它与当今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
承接、融合，给中华民族以道德智慧和精神
力量。儒家以“五常”作为评判的依据，这一
点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动物形象的塑造
上。一般来说，统编本语文教科书中会刻画
大量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动物形象，而对
不具备德行的动物形象则是批判。在寄寓
类的文章中，动物及其故事结构只是一种
媒介或者载体，承担着“传声筒”的角色，它
们传递的不是动物本身，而是人类社会所
需要的价值观念，或教育学生要勇敢、正
直，或教育学生诚信、友爱，这与传统儒家
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动物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认知类的文章中，动物形象的

根本特征就是动物的本性，这源于动物小
说的“物性真实”的特征。所谓“物性真实”，
就是指呈现动物真实面貌，弱化拟人色彩，
展现动物的本体价值，作者对动物形象细
致入微的刻画严格符合生物学上的动物生
命特征、生活习性、生存状态。长久以来，人
们描绘动物形象并未脱出“兽的拟人化”[3]
的框架。直到19世纪中后期，俄国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霍尔斯特梅尔》和英国作家
安娜·休厄尔《黑美人》的问世，动物形象已
不是或主要不是在象征符号或修辞工具的
意义上被塑造了，而是动物自身、动物在本
体意义上获得了观照[4]。总之，认知类的课
文为儿童提供了一个认识动物世界、理解
动物生命的窗口。

（三）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命观
最后，生态伦理类的文章主要是通过

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提倡并教育学生以
平等之心去关怀动物生命，尊重、敬畏自
然。这与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理念惊
人的一致。道家认为人的道德法则必须遵
守自然法则，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发展
的规律。这其中就包含着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的理念。佛家也主张众生平等、六道轮
回，佛家传统中许多动物形象的呈现也正
是以宗教情怀表达了对动物的悲悯。除此
之外，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和
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也主张动
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命的主体，所以动物
与人享有平等道德地位。

三、动物伦理的育人价值

人与动物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成长中
的儿童而言，动物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地方。从动物题材选文的伦理取向可以看
出，动物伦理对儿童的成长发展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它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为
儿童塑造正向的价值观念，给儿童的生活
带来很多积极影响。笔者将从三种类型的
伦理取向入手，分别论述其对于学生成长
的意义。

（一）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品质
小学儿童品德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

协调性，也就是说儿童的道德认知以及相
应的道德行为是逐步形成的。寄寓类的选
文中所选取的动物蕴含丰富的道德品质，
具有人性美。此类选文的独特性就在于能
够将道理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
向善的本质显现出来。通过文本中的动物
形象背后所体现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
建构儿童对自身道德行为的认知，为学会
生活、学会做人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如一
年级下册《树和喜鹊》一文表现出的动物之
间和睦、友好相处，这同中国古代的“和”文
化相契合。学生通过学习课文，也会将动物
之间的团结友爱反映在人际交往中。

（二）增进对动物的科学认知与艺术
表达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小学生
处于“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他
们虽然初步掌握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但
在具体实践中还是需要以实物作为依托。
认知类的动物题材选文集科学性与艺术性
于一身，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一方
面，对于缺乏生活阅历的儿童来说，认知类
选文中出现的科学常识，可丰富他们对动
物的形态、生存习性、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了
解。正如四年级上册《蟋蟀的住宅》，作者以
真实的笔触介绍了蟋蟀的生活习性，学生
在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修建过程时，更
能够体会蟋蟀的智慧以及蟋蟀身上吃苦耐
劳的精神。一篇选文所蕴含的不只是表面
的文字，从创作背景到文本内容再到课外
延伸，处处都渗透着人文社科的奥秘，这是
儿童学习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认知类选
文的语言也极具艺术美感，是培养儿童语
感、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的绝佳学习材料。

（三）强化生命意识与生态观念
近年来，由于社会、家庭学校的复杂化，

部分儿童的心理素质开始出现问题，一些虐
待小动物、自残的现象屡屡出现。正是在此
背景下，生命教育开始受到大众的关注。生
命教育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生
命、珍惜生命、尊重并热爱生命的一种活动。
生态伦理类的文章围绕动物生命进行创作，
展现生命的本质，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教育的
价值。例如五年级上册《珍珠鸟》谱写了一曲
人与动物之间爱的赞歌。教师可以以此为依
托，引导学生尊重、敬畏生命。此外，从古至
今，动物权利平等思想的演进，也是从伦理
角度出发，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进行
解读。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是自然赋予人类宝
贵的财富，因此，善待动物更是保持生态平
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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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动物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篇幅。动物题材在知识

性、趣味性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能很好地满足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动物题材的选文以

动物为主角进行了多体裁的文学创作，塑造了多方面的动物形象，隐含着丰富的道德

伦理。笔者以此为切入点探析这些选文折射出的伦理学意义及其育人功能，以期启发

有关动物题材教学的伦理学关怀。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动物题材选文的主题类型

内涵

体裁

篇目

分布

寄寓类

将 动 物 形
象拟人化，
向 儿 童 传
授 有 关 道
德 理 念 和
生 活 经 验
等

以童话、寓
言为主

《 树 和 喜
鹊》、《动物
王 国 开 大
会》、《狐假
虎威》、《坐
井 观 天》、

《寒号鸟》、
《 小 马 过
河》、《蜘蛛
开 店 》等
30篇

第一、第二
学 段 分 布
较多，占此
类87.1%

认知类

力求还原
动物本来
的 面 貌 ，
强调动物
的本体价
值

以 散 文 、
科普文为
主

《燕 子》、
《 蟋 蟀 的
住 宅 》、

《琥 珀》、
《 飞 向 蓝
天 的 恐
龙》、《白
鹭》、《什
么比猎豹
的速度更
快》等 23
篇

分布较为
均衡，各学
段占比约
为33.3%

生态
伦理类

以自然环
境和社会
环境为背
景 ，来 表
现人与动
物之间的
关系

以儿童故
事、散文、
科普文为
主

《去 年 的
树》、《搭
船的鸟》、

《父亲、树
林和鸟》、

《珍珠鸟》
等16篇

第 二 、第
三学段分
布 较 多 ，
占 此 类
87.5%

类型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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