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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话中渗透着丰富的想象，教

师引领孩子们走进丰富又美好的童话教

学中，让孩子们爱上童话，爱上这个世界。
“童话类”文本的教学方式包括创设情境，

反复对话，观图察意，亲身体验，续编故

事，走出课本和营造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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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儿童文学中一种体裁，通过

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适合儿童

欣赏的故事。
在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童话”这

类文本分布于低、中、高三个学段，其中又

以低段较多，加之本人近两年的低段教学

经历，因此，将从低段童话教学入手加以

剖析。
一、苏教版低段语文教材分析

据统计，苏教版语文教材第一册有

《我叫“神舟号”》等 5 篇童话，第二册中

有《蘑菇该奖给谁》等 9 篇童话，第三册

中有《小鹰学飞》等 6 篇童话，第四册中

有《蜗牛的奖杯》等 10 篇童话。《全日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第一学段阅读

目标中要求“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

事”，把童话放在首位，从而确立了童话

在第一学段语文阅读材料的首席地位。
实践表明，上好童话课对学生来说有着

很大的帮助。
二、低段学生有着不一样的特点

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都是刚入学的

儿童，天真烂漫，对自己的行为约束力差，

注意力容易分散。且该部分学生是从游戏

为主的生活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生活阶

段。据统计，近半数的家庭在早教环节都

会给孩子讲一些童话故事，无论是中国

的，还是外国的，如《白雪公主》《青蛙王

子》等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已深植于该年

龄段儿童的心田，孩子们也特别爱读这样

的故事，并因此萌发了各自的小梦想。因

此，在教师教授“童话类”文本时，学生易

融入文本深处，体会文本情节，并更易获

得融洽的课堂氛围。
三、“童话类”文本教学方式初探

针对童话教学的现状和童话教材的

特点，我对童话教学的方式、方法进行了

思考与探索。
1.创设情境，展开想象的翅膀。
一堂优秀的童话类文本课，应该声情

并茂、情趣盎然。要创设如此情境，首先需

要教者深入挖掘文本的情境因素，使之成

为文本学习的有利“载体”和“前奏”，这样

的方式能更快地引领学生进入童话世界，

展开想象的翅膀。
2.反复对话，走进童话世界。
大多数“童话类”文本都以对话体的

形式出现。如《小鹰学飞》一文中，就有

三组小鹰和老鹰的对话，而且每一组对

话各有特点。学生在学习文本过程中，通

过自己品读、男女生读、分角色展示读等

朗读方式，逐步打开未知童话世界的大

门。当然，老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更多

的应在孩子的读中加以引导，如《小鹰

学飞》中“小鹰急促地喘着气，对老鹰说：

“现在……我总算……会飞了吧？”该段文

字，学生在初次朗读时，不能体会“省略

号”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很难读好，这时，

我并未将省略号的作用直接灌输给学生，

而是用引导式的语言问学生：“小鹰已经

很努力地往上飞了，它一定很累了吧？你

能用你的朗读让大家知道它累了吗？”这
时学生会设法把该部分语言描写读得慢

些，我再让学生猜猜这里省略号的作用，

学生就很容易能体会出来了。而通过反复

朗读，学生也更自然地走进文本，整个故

事孩子也渐渐熟悉了，为文章主旨的揭示

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3.观图察意，放飞想象的翅膀。
低段课本中几乎每篇课文都配有插

图，尤其是童话类文本，所配插图更为生

动、可感。同时，对于低段学生来说，这些

色彩鲜艳、生动可感的插图，他们也非常

感兴趣。他们通过观察插图来感知人物形

象，再现童话场景，了解故事的梗概。
4.亲身体验，体会童话的魅力。
童话类文本的情节性较强，内容较为

丰富，孩子们也较为感兴趣。但其中会有

一些较难理解的词语，若教者只是简单灌

输给学生，显然对于孩子的理解和记忆是

不利的。如第二册《乌鸦喝水》一课中，“瓶

子里的水渐渐升高”里的“渐渐”一词，孩

子较难理解这一过程，我就让孩子在课前

做好“乌鸦先生”的头饰，找来一个瓶子和

一堆小石子，在课堂上让这些乌鸦先生将

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去。学生在表演过

程中既体会了“渐渐”这个词的含义，同

时，也加深了对故事的认识和理解。
表演使课文中抽象的内容一下子变

得生动、形象起来，还加深了学生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增强了他们对课文情景的真

实体验，满足了学生表演的天性，提高了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5.续编故事，展现童话的神奇。
在低段童话类文本中，有不少故事都

是没有最后结果的，需要学生插上想象的

翅膀，续编故事，当然续编没有固定的答

案，只要合理即可。
6.走出课本，打开童话的城堡。
教材文本仅仅只是范例，教师由此教

给孩子一定的阅读方法而已，而孩子对童

话的阅读不应随着课堂的结束而停止，学

生在课堂中学到了方法，获得了启示，得

到了引领。作为语文老师，应及时保存孩

子们阅读童话的热情，并延伸至课外，提

供与课文相关的童话阅读资料。
7.营造氛围，升华童话的魅力。
童话中渗透着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

张的描写，通常童话里的主人公形象都比

较鲜明、独特，作为语文老师，可以借助这

一特点，在班级中不定期地开展“小小座谈

会”“阅读交流会”等，让孩子们畅谈近期所

阅读的童话中的主人公形象，同时，也借机

让孩子简单描述故事的内容，锻炼其说话

的能力。这样的氛围打破了原有教学中的

师生关系，让孩子们自己坐在一起谈童话，

更能让孩子自觉、自愿地去阅读，让童话的

魅力根植于每个孩子的心中。
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我们所能

做的不是编织美丽的童话，更多地应是将

这些美丽的童话带给学生，引领孩子走进

美丽的童话世界，爱上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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