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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引领小学生诗意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①

刘金英
（湘潭市岳塘区第一完全小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童话是符合小学生思维特点的虚幻故事，能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使其能主 动 探 索 世 界。引 领 小 学 生 走 进 童

话的诗意教育，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其听读说写能力，丰富其语言积累和想象力，提 升 其 综 合 素 养，从 而 促 进 学

生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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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幻想的艺术，是引领小学生诗意教育的虚幻故事。它通过拟人、象征、夸张等表现手法把许

许多多平凡可见的人、物、现象错综地编织成一幅幅不平常的画面，展开了一个个五彩斑澜的幻想世界。

儿童的天性是富于幻想，喜好新奇，正是符合了儿童的天性、符合了儿童的思维特点，所以童话深受儿童

喜爱，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主动去探索这神奇的世界。本课题就借助这珍贵的载体引领孩

子走进童话，培养学生听读说写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以诗意的教育为目标，追求对人的尊

重，对生命的尊重，促进学生发展。

１　对小学生诗意教育的认识

１．１　人文教育的诉求

我国传统教育依托诗意文化，注重润泽心灵的人文教育［１］。然而，当今教育改革发展历经多年，教

材依然繁难偏旧；为孩子减负的呼声虽高，学生的学业负担却有越减越重的趋势；教育过程中缺失人文

精神，缺乏教育情感，学生普遍出现厌学情绪，青少年犯罪率也不断上升，且犯罪年龄越来越小。因此可

见，现实中存在着教育人文精神的沦丧、情感道德的缺失、教育目标僵化、教育过程机械、教育内容枯燥，

教师将学生视为产品，期望他们听话、守规范，便于教师剪裁修整，无视学生的个性情感。而情绪、情感

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情感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亟待加强。诗意教育既能解读教

育的本质，又能有力补正当代教育中的情感缺失。

１．２　学生发展的需要

小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将使其受益一生。而以童话引路的诗意教育，既能激发孩子的

学习兴趣，又能促进孩子形成健康的人格，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２］。诗意教育就是情感教育的一种实践

形态，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觉察学生的情感反应，并善于调动学生的感觉器官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则能抓

住培养学生的情感素养这一教育契机，保护孩子正面、积极的情感，锻炼学生待人接物的情感能力，培育

出功能完整的脑，培育出个性完整的人。众所周知，童话集幻想和拟人于一体，既有符合小学生天性的

基本特征，又有符合小学生思维的表现手法，且其故事内容贴近孩子的生活实际，语言表达符合孩子的

年龄特征，因而深受小学生喜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符合孩子心理特点和个体需求的。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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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童话为载体，引领孩子走进童话世界，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和幻想，让他们不受限制，无拘无束地表达

自己的真情实感，流露童心童言，对发掘学生潜在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培植学生

美好情感，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１．３　学校文化特色建设的需要

强调学校一校一品，自我发展，创新特色。我们坚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美好的种子，学校

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学生与老师都成为真正的人、自由的人，共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共同走

向更美好的明天。

２　诗意教育模式探析

诗意教育是心灵自由的教育，是生命舒展的教育，是通过心灵的引导与生命的润泽，尊重他，接纳

他，陪伴他，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也是一种如诗的本质那般给人以美感和享受的教育活动。诗意教

育是一种教育的新理念，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它强调以诗意的方式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注重学生

个体的感受和体验，并努力创造条件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３］。同时，诗意教育也充分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通过学生感兴趣的故事等来提升学生的道德境界及价值取向，以诗意文化的熏陶，引导学生自

觉学习和思考［４］。还培养学生用诗意的眼光审视生活，从而自健其德。简言之即德育的主体化、德育的

生活化、德育的审美化。

当今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想象力对孩子发展的引导，注重教导学生想象作文。在美国和加拿

大的中小学校，老师训练学生作文时，通常只写明一个写作范围，让学生尽情发挥想象，自由作文。我国

当今不少学校教育也注重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一些教育甚至以童话故事引路。就拿小学生学英语来说，

学生刚入小学便要学习拼音，拼音还没掌握得十分牢固，又要学习与拼音字形相近、而读音千差万别的

英语，如何才能让小学生有学习英语的兴趣呢？教育家们想到了小学生最感兴趣的童话故事，并以一些

经典的童话故事为题材，编写出适合小学生学习的教材。教材中的《白雪公主》《丑小鸭》《小红帽》《杰克

与仙豆茎》等故事，小学生早就津津乐道，如果能学习用英语来讲这些故事，那才令人向往。学生有兴

趣，学习起来自然事半功倍，效果显著。但这些关于童话创作方面的研究，有的仅限于低年级，有的仅从

某种单一的、零散的教学方式或内容入手进行写作指导，缺乏一个发展学生想象和语言能力有机结合的

完整体系。这就需要广大一线教师身体力行去探索，将理论经验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从情感教育入

手，塑造小学生美好的心灵，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演绎教育诗情画意的面孔。

学校以“诗意的教育”为教育理念，以让孩子享受诗意童年、幸福人生为目标，引领学生走进美妙的

童话世界，了解童话的内容，品味童话的语言，体会童话的特点，围绕童话展开综合性学习，深刻感受童

话的魅力，时刻沐浴在美妙的童话中，享受着诗意的美好，努力营造诗意教育环境，积极开发校本课程，

开展“经典童话诵读小明星”“童话诵读竞赛”“经典童话手抄报”“自编童话故事展”等活动，以此激发学

生的诵读童话兴趣，让学生“与经典同行，循圣贤之道”，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写作。让每位孩子在

“诗意的教育”中，接受童话精神文化的熏陶，追求真善美，激发求知欲望，塑造优良品格［５］。

３　小学生诗意教育的实践

３．１　小学生诗意教育的依据

童话引领小学生诗意教育，以当代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引领学生走进童话，听、看、编、写童话，有利

于相应开发大脑的感受区、贮存区、判断区和想象区等功能区。据研究，目前小学生的想象区利用率偏

少，大概还有８５％的想象力未被开发利用，可见开发空间很大，极需学校教育充分承担其责任与义务。

小学生要掌握知识，想象力是必要条件。想象力是比知识更重要的能力，是开启心灵思想的钥匙。它能

将不在眼前的事物形象呈现于脑海中，并以记忆表象为基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

图景，或是一些神奇幻象，从而提高读写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写话要培养学生的写话兴趣和自信心”，“小学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

５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课外阅读总量不

少于１５０万。”《语文课程标准》还指出：“作文教学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像力和

创造潜能。要鼓励学生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激发他们展开想像和幻想，描写想像中的事物。”我们的实验

让第一、二学段的学生听、读、编、写童话，在阅读中扩大识字量，不断积累，在创作中培养想象，在享受成

功中培养学生的阅读、表达兴趣和自信心。好奇心强的小学生，当然特别渴望“新”“奇”“趣”的形式，渴

望放飞想象的翅膀，而听、读、编、写童话是顺应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有效方式。

３．２　小学生诗意教育的目标

主要目标是借助童话这一载体，引领孩子走进童话世界，培养学生听读说写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养，以诗意的教育为目标，追求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促进人的发展。具体目标是研究引领

小学生走进童话世界的方法、途径、策略。首先，通过课题研究，在学科教学中引入童话教育资源，探索

童话题材的有效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语言积累和想象力，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

其次，通过课题研究，以童话为抓手，创设童话氛围，丰富学生生活，发展学生个性，陶冶学生情操，利用

童话形象，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塑造儿童的美好心灵，以童话育人。再次，通过开展童话教育，进

一步确立新课改的课程资源观，促使广大老师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创新，有效促进老师的专 业 化

发展。

３．３　小学生诗意教育的内容

一是探索童话题材的有效教学策略。构建有效的童话阅读指导课、交流汇报活动模式，初步形成适

合相应学段学生实际的童话阅读实践体系。二是探究指导学生编、写童话的有效策略和途径。引领学

生走进美好的童话世界，感受童话的情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培植学生美好情感［６］。三是积极创设、营造童话式的校园生活，探索富有童话味的人文

管理策略。四是把童话引进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说写能力；把童话引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把童话引用英语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建设校园童话环境，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４　结语

童话引领小学生的诗意教育需要教师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在学科教学中引入童话教育资源，

探索童话题材的有效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和想象力，从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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