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原版读物填补学校教材中的空缺

伴随着少儿英语学习的热潮和在阅读中学习的理念指导，儿童英文阅读逐

渐兴起，尤其是对英文原版阅读材料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早期阅读能帮助孩子

掌握丰富的词汇，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有助于他们确切地表达思

想，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个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的英文学习亦是如

此。儿童学习英文更需要获得其中的动力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英语

的潜力。相对于国内现在很多用于儿童学习英语的大多数是教材性质的材料而言

儿童读物中所描述的故事以及讲故事的方式都是跟儿童的心理差不多相符合的，

因此，小孩学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了。小孩的阅读，不仅仅是学习语言这一个目的

还有更多的，例如提高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审美能力，逻辑思维

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国内学校使用的教材分析：

国内的小孩，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有的从小学一年级或三年级

开始学习英语，但是他们所接触的语言材料基本上就是学校发给他们的教材。这

些教材无论是是在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都主要是以简单的对话，听力练

习构成；而中国大部分英语的学习主要是对语法的讲解；这就使得学生在学校

要学习英语的时候，大部分只是在重复地跟着老师或录音读课本上那些句子，

机械地作出各种问句的反馈，例如：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或许他们
能够简单地说出几句英语，但是他们这门语言能力提高了吗？他们能够随心所

欲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吗？大多数不能，他们只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记忆力，在

背从教材上学到的句子；一旦脱离了教材，让他们用学到的英语来表达其他东

西，就卡住了。在语言学习中，我们首先要有大量的输入，然后才能输出。而目

前的这种学习模式与教育模式大多数是在输入上做得不够。首先，这种简单的对

话不够，而且国内学校基本上不是小班教学，老师顾及不了那么多；其次，这

种学习方式还是不够原滋原味，并且缺少大环境。在这种输入不够的情况下，学

生如何能将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因此，很多小孩只知道背，或

照着课本读已经学过的句子，让他用英语来讲故事，或表达想法时，只能摇头，

这也是导致哑巴英语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何能接收录音里面所说的，即

listening comprehension如何提高？在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消化老师课
堂上讲的那些语法，因为他们没有储备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现象来辅助他们学习

这种语法。因此，这种学习不仅效果不明显，而且还是枯燥无味的，甚至将孩子

学习英语的兴趣磨灭了；没有足够的原滋原味的英语输入，他们就没有适应英

语表达方式的逻辑，因此，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他们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如何提高他们仍然习惯中文表达方式的 writing skills？。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输入的语料不够，所以导致不能输出，或输出很少。对于

儿童学习英语这种情况，例如在中国，很多小孩接触不到纯正的英语环境怎么

办？原版儿童读物可以弥补。我们以查尔斯金斯利的《豪太太和怀女士》这部儿

童作品为例。

查尔斯金斯利与《豪太太和怀女士》

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兼作家，具体地说，他是一位著作颇

丰的历史学家、博物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金斯利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



他的儿童图书。金斯利反对当时不合理的儿童教育，并强调劳动的意义，认为人

类不劳动就要退化。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水孩子》，经常体现出他的一些社会

改良的思想，包括亲近自然的倾向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工人生活状况的关

注，对损害儿童身心的儿童教育状况的批评，对死板而浮夸的学风的批评等。

《豪太太和怀女士》(Madam How and Lady Why，1870)是金斯莱的最后一部
儿童作品，叙说的是有关自然现象的知识；“豪太太”指大自然，“怀女士”是她
的女教师，解释了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虽然作品叙说的是深奥的自然现象，但

是，作者考虑到了读者对象是儿童，因此，所使用的语言，叙述方式以及逻辑

思维都是与儿童的认知水平相符合的，因此，儿童会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读完

这部作品，了解这些神学原理以及学好英语这门语言。

语言上：

儿童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相对简单的，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并且用他

们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某种感受，例如：标题“Madam How and Lady Why”中所使
用的词就比较生活化，拉近了跟儿童之间的距离；再例如，在第一章中，用

“How”和 “Why”来解释 “The Glen”的时候，作者没有直接用生硬的，说教的语
气来告之，而是采用这种方式： “But now that we know that How and Why are
two very different matters, …let us look for Madam How.” “Some people think,again,
that Madam How is not only stupid, but ill-tempered and cruel;” “So now that I have
taught you not to be afraid of Madam How, we will go and watch at her work; and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we see, we will ask her question.” （“现在我们已经
知道了‘How’和‘Why’是不同的，……先来看看豪夫人。”“有的人认为豪夫人不
仅愚昧，而且脾气不好，残忍。”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害怕豪夫人，我们要去
看看她的工作，并且如果我们对所看有不解之处还可以向她提问。”）作者将其
拟人化，如同真的是一个女士在向孩子演示 “glen”是如何形成的，并且用一种
很亲切地语气将孩子与 “Madam How”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从而能够帮助孩子克
服接收新事物的恐惧心理。再例如在查尔斯金斯利的另一部儿童作品 The
Heroes（《希腊英雄传》）中他也是用极简单又灵活的语言来表达意思：  “And
when she cried, help met her.” （她一哭，就得到了帮助）作者运用了拟人的修辞，
使得语言更生动。而这种表达方式“she got help”或 “someone helped her”（通常在
课本上见到的）就显得要生硬一些了。

作者通过运用简单的语言，并且以似乎咋跟读者面对面交流的语气，激发

读者的阅读兴趣，起良好的引导作用，例如：

“You want to know, then, what chalk is? I suppose you mean what chalk is made
of?（你想知道什么是粉笔？我猜你是指粉笔是由什么组成的？)

Yes. That is it.(对，就是指这个）
Then we can only help by calling in the help of a very great giant whose name is

Analysis.（我们只能向一个名叫‘分析’的伟大巨人寻求帮助）
A giant?（一个巨人？）
Yes. …”（对）
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使得阅读的气氛更轻松了。

在儿童读物中，作者会重复使用某些表达方式以强化儿童的意识已达到运

用的机会。例如:
1. 对 “but”的用法



She is like the sailor who boasted (only she never boasts) that, if he had but a long life and a

strong knife, he would build St. Paul’s Cathedral before he was done.…Now the water of all these

springs is nothing but the rain, and mist, and dew, which has sunk down first through the peaty

soil, and then through the gravel and sand, and there has stopped.（她就如同一个水手在吹嘘

（只有她从不吹嘘）如果他仅有一把……生前他会修建一座圣保罗大教堂……所有的泉水

只不过是……）

2.对 “must not”的运用
But of one thing I must warn you, that you must not confound Madam How and

Lady Why.…However, I  must not blame these good folks, for I have made the same
mistake myself often, and may do it again.（但是有件事我必须警告你们，就是不
能把豪夫人和怀女士混淆了。然而，我不应当责备你们，因为我经常会犯同样的

错误，并且可能会再犯。）

“But now that we know that How and Why are two very different matters, and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each other,let us look for Madam How.”（现在我们已经
知道了“How”和“Why”是不同的，我们就不应当混淆两者；我们先来看看豪夫
人）

    这实际上就是不断输入。孩子接触多了这种语言现象，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在
什么情况下用这些表达方式，并且摆脱了以前被动学习的枯燥。这种重复比直接

告诉孩子们这些表达的意思以及用法要有效果一些，尤其是在具体的语境下，

孩子们是自主接受的；丰富了小孩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方式。这种语料输入得足够

多了的时候，他们就能很娴熟地输出了，并且是恰到好处的。

逻辑思维：

系统结构化的儿童读物对孩子的逻辑思维有很大的指引作用。小学阶段乃至

初中阶段，中国孩子在学校接触到的英语材料大多数是以为应付考试而设计的，

其中所用到的一些语言现象也基本上是为了语法，为了考试而准备的，但是却

忽略了对孩子逻辑思维的训练以及让其习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在教孩子知识

的时候，查尔斯金斯利并没有像教材中那样，直接把所要讲的知识枯燥地罗列

出来，而是试着用跟儿童交流的逻辑方式带动儿童进入到那个场景中。  例如，
查尔斯金斯利一直在鼓励孩子去猜他想表达的一些东西，但同时他也会引导孩

子如何去做猜测：“My dear child, we must look before we guess. Then, after we
have looked a little, and got some grounds for guessing, then we may guess.…There
may have been one: but we must guess from what we do know, and not from what we
do not.” “I looked at this very glen for fifteen years before I made that guess; and I
have looked at it some ten years since, to make sure that my guess held good.”（“亲
爱的孩子，猜测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观察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些用于猜

测的依据，然后我们可以做出猜测。……或许已经有一种猜测了：但是我们应该
从已知中，而不是未知中做猜测。”“我是在观察了这个峡谷十五年后才做的这个
猜测；并且从那以后我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证明我的猜测是有效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交际方式，只是出现在阅读过程中。相对于平时课堂上语言

情景要真实多了。例如对句型 “What’s this?”的练习，老师常常指着桌子或黑板
问学生“这是什么？”每个学生都知道那是桌子或黑板，语言就没有真正的交际
意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问这种明知故问的问题，从而使语言失去

了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和功能。作者实际上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语言场景



让学生真正沉浸到那个语境当中，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培养他们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这也是在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作者在教会孩子如何一步步接近自己想要到

达的那个层面。这种方式不仅仅对孩子学习英语有帮助，在学习其他知识以及处

理问题上也是有帮助的，而这种方式在教材上是很少能学到的。

儿童读物会考虑到阅读对象是小孩，而使用符合小孩认知以及思维方式的

讲述方法，尤其是注重循序渐进。例如，在讲述“why”和“how”的区别时，查尔
斯金斯利没有用专业的，复杂的语句来解释，而是举了相当熟悉的例子来帮助

小孩理解：“For see——you know perfect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w and Why,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yourself . If I ask you, “Why did we go out to-day?” You
would not answer, “Because we opened the door.” That is the answer to “ How did we
go out?” The answer to Why did we go out is,  “Because we chose to take a walk.”
（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和“为何”之间的差异。如果我问你，“我们为什么今天外出？”你

不会这样回答“因为我们打开了门。”因为这是回答“我们如何出去？”回答为什么外出应该是

“因为我们想散散步。”）通过这样的讲解，孩子就清楚了当你问他 “Why ……?”和
“How ……?”该如何回答了，而不用直接告诉他“why”和“how”的中文意思，并
且就算你告诉他了，可能也不会知道到底该怎么回答。这样一来，孩子就在一种

很自然的情况下吸收了这两个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提高了孩子的分析能

力。接着，作者为了强化“why”和 “how”以及这种思维方式，继续举了一个关于
“火”的问题。这也是在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让他自己去判断，去分析，从而内
化为自己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清楚查尔斯金斯利后面要讲的有关自然

现象的东西了。

查尔斯金斯利虽然在给孩子讲授深奥的知识，但是用的是简单易懂的语言，

一步步引导孩子进入到那个知识层面的方式，这样，不仅激发了孩子的阅读兴

趣，让他们了解了这些神学知识，而且还沉浸在纯正的英语世界里，不断在输

入，不断在吸收，从而经过转换之后再输出。

推荐查尔斯金斯利另外两本儿童作品：

The Water Babies 《水孩子》
金斯利创作的几部儿童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

    在这部小说里，金斯利用贴近儿童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讲着故事。他擅长风
景描写，而且非常了解大海和水里的世界，所以故事讲出来，不但充满想像力，

而且蕴含着很丰富的知识。他不但了解孩子，而且对孩子们充满宽厚仁爱。孩子

们读来会感到亲切温暖。

这部童话寄托了作者对所有孩子的期望：爱清洁，行善事，勇敢正直，健

康成长，成为博闻广识、心胸开阔的人。虽然不乏劝诫、讽喻，但不是简单的说

教，而是将道理融入故事之中，文笔优美，读来轻松幽默。100多年过去了，
这个故事还是深深吸引着孩子们。

The Heroes《希腊英雄传》
    本书分三部，第一部的主人公是珀尔修斯，主要讲述了珀尔修斯杀死蛇发女
怪和拯救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的故事;第二部的主人公是伊阿宋，他和米
努阿的英雄们一起乘坐阿尔戈号船到遥远的科尔基斯，历经艰辛，终于取回了

金羊毛;第三部的主人公是古代雅典杰出的国王忒修斯，他除掉了为害雅典的许
多魔头，还杀死了克里特岛上的人身牛头怪，最后成为众人景仰的明君。这本书

中还涉及到赫拉克勒斯、俄耳甫斯、米诺斯等著名神话人物。原著语言浅显生动



是帮助大家了解希腊神话的理想阅读材料。

    这三本书适合 6-8年级，词汇量在 4-6K的学生。通过阅读的方式，大量适应和积累英语

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