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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孩子们学习语言、 健全人格、 发现自

我、 认 识 世界 的 一 扇 “窗”。 童 话 教学 也 越 来 越

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青睐。 近日， 笔者听了两节

童话教学观摩课， 两位教师都将俄国大文豪托尔

斯泰的 《七颗钻石》 选作教学内容。 教师上得都

比较投入， 也有一定水准。 但笔者认为， 教师对

文本的解读， 有些地方是不当的， 甚至是误解。
第一堂课上， 执教的女老师用事先准备好的

图片挂在黑板上， 分别是木罐、 银罐、 金罐和七

颗钻石， 她请小朋友用自己的话说说 “小姑娘做

了件什么事 情”。 一个 男 孩 说， 故事 说 的 是小 姑

娘用自己找到的水， 救了小狗、 妈妈、 过路人这

3 个人。 还未等男孩说完， 教师马上 “敏锐” 地

更正道： “小狗不是人， 所以， 故事主要讲小姑

娘用水救了两个人和一条狗……”
无独有偶， 第二节课上， 男教师专门腾出大

块 时 间 和 孩 子 一 起 探 讨 “小 姑 娘 的 木 罐 之 变 ”，
并且特别强调罐子变化的层次性、 递进性。 教师

意味深长地说： “由于小姑娘施爱对象的不同， 罐

子变化的珍贵程度也不同， 救动物 （小狗）， 木罐

变银罐； 救亲人 （妈妈）， 银罐变金罐； 而救陌生

人 （过路人）， 金罐里冒出七颗钻石。” ……
两个 教 学 片段 中， 教 师有 一 个 相 似 的 观 点：

人是人， 狗是狗。 无论是女教师直截了当地说 “小

狗不是人”， 还是男教师罐子之变与 “救小动物”
一说， 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文本解读错误———把

童话逻辑等同于生活逻辑！
众所周知， 童话是非写实性儿童文学， 幻想、

夸张、 象征、 拟人等手法， 是童话的基本特征。 试

想， 如果童话不让小狗小猫说人话、 做人事， 那

么还能算是童话吗？
造成这种文本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主

要的是长期以来，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语文教学

变成了语言文字教学、 听说读写教学， 这种功利

主义的教学理念使教师普遍缺乏儿童文学基本的

理念和素养。 即使教材中选入了诸如 《七颗钻石》
这样的童话故事， 很多教师还是把它们当作识字

造句、 思想教育的一般性文体。
其 实 ， 童 话 拥 有 独 特 的 叙 事 风 格 和 美 学 特

色， 童话教学必须正视这些基本特点， 努力做到

三 “扬” 三 “忌”。

什么样的文本就有什么样的写作逻辑。 童话

逻辑， 指的是童 话中 幻 想 与现 实 相 结 合的 规 律。
这种逻辑对应着儿童万物有灵、 物我不分、 自我中

心、 任意组合等心理特点， 成为孩子们喜欢甚至

痴迷童话的依据。
在一个成功的童话中， 童话逻辑重点表现在

童话世界各种假定 性 事 物的 存 在 方 式上。 其 实，
与小说等文学形式相比， 童话在 “假定” 度上有

大小、 深浅不同。 小说等形式假定度小， 或者说

浅， 与现实 生 活 比较 接 近， 甚至 比 较 近 似现 实；
而童话的假定意识强烈、 夸张， 所呈现的艺术世

界或艺术形象远离现实， 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在

现实生活中。 如在现实生活中， 狗是不会说人话

的， 而童话让狗像人一样说话； 现实生活中的猫

是不会自己拿着渔竿去钓鱼的， 而童话让猫像人

一样去钓鱼；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
人不能永远地活下去， 更不可能死而复生， 可是

在童话里， 生命可以齐天地、 无生死。
说到底， 童话逻辑是一种先情感后事理的逻

辑，即“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逻辑。
童话逻辑追求的是情感的真实。 童话正是借

用这种贴近孩子心理实际的思维、 情感逻辑来对

谬误实施保护， 而这一点也只有具有缪斯天性的

孩子才能真正领会它的含义。 在孩子们看来， 童

话故事中， 动物开口说话、灰姑娘穿上玻璃鞋， 睡

美人睡了一百年还美丽如初等， 如同现实生活一

样自然， 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
可惜成人总是爱好遗忘———遗忘了曾经的纯

真和稚拙， 又喜欢居高临下地审视儿童， 用自以

为既严谨又严密的因果逻辑、 事理逻辑去指责儿

童 的 纯 真 、 超 然 。 因 此 才 出 现 了 上 述 案 例 中 的

用童话的逻辑教童话
●浙江 何夏寿

一、 扬童话逻辑， 忌生活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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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不是人”、“人的生命比动物重要” 等成人化

的解读。 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童话逻辑， 根本无

须用成人逻辑、 成人价值去“更正”孩子的“谬误”。
在童话世界里， 小狗与人， 王子与小鹅， 国王和

小狗， 生命同等重要。
至于 罐 子 质地 之 变， 我认 为 无 须 特 别 强 调，

孩子也不会像守财奴 一 样 去关 注 金 和 银的 差 别。
如果一定要解读， 我以为， “罐子之变” 是对小姑

娘坚持行善的累积性肯定， 如同一个人做一次好

事和长期做好事的差别， 因为这种偶然性和一贯

性， 应该受到的奖励也不同， 而不是 “人比动物

珍贵” 的简单价值呈现。

任何文体都有其特定的审美品质。 童话的本

质是幻想的， 是以假定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的， 因

此童话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审美特点。 当代童话，
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狭隘功利主义的束缚， 根据儿

童 的 心 理 和 认 知 实 际 ， 大 力 倡 导 童 话 的 游 戏 精

神、 怪诞情趣。 比如， 读 《巨人的花园》， 小朋友感

受到的是荒诞美、 隐喻美； 读 《去年的树》， 小朋

友感受到的是诚信美、 凄凉美； 而读 《从现在开

始》 则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故事的稚气美、 怪异美。
这就是童话， 她能凭借幻想的翅膀， 在广阔的时

间和空间背景上活动， 使常见和罕见的、 熟悉和陌

生的、 真实和想象的各种人物、 事物、 现象、 概念，
散发出不平凡的奇异光彩。

教师在教学中切忌拿童话作为教训孩子、 灌

输成人价值的工具。 有的教师一拿到童话， 首先想

到这个童话应该向孩子传达什么道德圣旨， 我应该

在哪个环节插播道德“广告”。 比如， 有教师在教学

《两只狮子》时， 不去关注对两只狮子不同生活方

式的具体化想象， 不去理会孩子喜欢编故事、讲故

事的心理， 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应该向那只勤劳的

狮子学什么”的纠缠上。我们并不否认童话的“育德”
功能，童话当然有陶冶性情、健全人格的塑人职责，
也有品德教育的使命，但必须审美化地进行，春风化

雨式地熏陶， 而不是机械地猛灌、猛塞， 也不是运

动式地借用童话召开“整风大会”， 否则伤了孩子

的自尊心不说， 还容易导致孩子对教学的恐惧。
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本着先有趣再有益的教

学理念， 尽量利用形象， 利用故事， 结合儿童天

性， 积极做好故事演讲组织、 引导工作。 通过读

一读、 讲一讲、 演一演、 画一画等多种儿童感兴

趣的形式， 来熟记故事， 激发想象， 鼓励学生自

主感受、 自由表达。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 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 有专家形象地把儿童文学教育和语

文教学比作是一张纸的两面， 可见儿童文学在语

文教育中的地位之高。 作为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

性、 最具儿童性的童话， 因其生动的故事性、 鲜

明的形象性和丰富的情感性， 特别符合儿童身心

发展及学习语言的规律， 符合儿童思维发展的特

点。 童话教学中， 我们要充分利用、 张扬童话的

文学属性， 将童话所具有的语言教育价值和人文

精神， 转化为学生的语文能力。
比如， 在教学 《去年的树》 时， 在学生整体

了解课文内容后， 我们可以抓住小鸟问树桩、 问

门先生、 问小姑娘这一情节， 让学生进行自主阅

读， 充分想象。 不但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 加深

对小鸟信守诺言、 珍惜友情的形象感受， 同时也

能更好地达到在具体语境中学习认知、 习得语言、
丰富情感的目标。

遗憾的是， 在实际教学中经常有教师喜欢脱

离已有故事， 脱离既有语境， 开展所谓的语言文

字训 练。 有 一位 青 年 教师 在 上 《七颗 钻 石》 时，
对孩子最感兴趣的故事内容不讲不读， 硬是从故

事里拎出 “罐子里竟装满了清亮新鲜的水” 中的

“竟”字和“罐子端端正正地在地 上 放 着”中 的“端

端正正” 一词。 在这个内容上， 他花了足足 20 分

钟时间， 让学生给“竟”字找近义词； 给“端端正正”
贴上 AABB 式标签， 然后通过 4 人小组讨论等形

式， 让 学 生 找 AABB 式 和 ABAB 式 词 语。 随 后，
老师如获至宝地将学生所找的词一一板书在黑板

上， 指导学生当堂记背。 也许， 这位老师压根就不

想知道童话的文体特质， 也不想知道具备这些特

质的童话文本应该怎么教。 因为在他心中， 学生能

在考试卷上找出近义词， 给词语画对类型， 就能

得分，这才是他的教学“GDP”，是他的“七颗钻石”。
古 代 阿 拉 伯 民 间 故 事 《阿 里 巴 巴 和 四 十 大

盗》 中， 说在一个山洞里， 深藏着大批金银财宝，
只要学得咒语 “芝麻开门”， 便可轻松入洞得宝。
同 样 的 道 理 ， 只 有 学 会 了 符 合 童 话 逻 辑 的 “咒

语”， 教师才能打开通向童话教学宝库的大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上虞市金近小学）

（责任编辑 施久铭）

二、 扬审美情趣， 忌道德规训。

三、 扬文学本质， 忌机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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