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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两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拉下帷幕，我的毕业论文也顺利的完成了，在这其中

渗透着师长的指导、同窗的关心与帮助。在论文完成之际，真诚地感谢所有帮助

和关心过我的人!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许剑宇副教授。在求学路上，遇到良师，是学生最大的幸

运。我的论文是在许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选题、论文提纲的拟定、

到论文各部分语言的斟酌，都作了具体而微的指导，而且指导迅速及时，不辞劳

苦。从导师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教育者勤勉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未来

的教育征程上，我将以导师为榜样和目标，严于律己，笃学敏行。无论我的毕业

论文能否达到导师对我的期望值，我都真诚地在这里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同时，由衷感谢王光龙教授、叶黎明教授、斯炎伟教授、李洪先教授、张孔

义教授、王侃教授、叶志衡教授、周掌胜教授等各位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对我论文

提出的宝贵建议。在此，我谨向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也衷心地感谢杭州9币

范大学所有关心我的领导、老师和同学。

再次，我要特别感谢缪华良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实>-j以来，一

直记得与您点点滴滴的学>--j和生活的交流，您饱满热情的工作情绪，严格却不失

幽默的人格魅力深深的感染着我，您一直就是我的榜样，从您那感受到的一切是

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师恩难表，惟有铭记于心!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也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是你们的无私付

出才使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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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童话作文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些年，童话作文教

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一线己获得一些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本文旨在借

鉴已有童话作文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童话作文教学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提出

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改进的策略，完善童话作文教学体系，为一线语文教师提供可

操作性的借鉴。本文一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梳理国内外童话作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简单

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概述。这一部分从相关概念比较，童话作文的

特点和童话作文的理论基础三方面进行阐述。

第三部分：分析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现状。笔者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

别从学生和教师两个角度观察和分析当今小学童话作文教学存在的发展优势与

主要问题。

第四部分：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改进建议。本章主要从童话作文教学的教学目

标、写作情境、写作技巧与内容的指导及作文的评改四个方面提出合理的改进建

议。

第五部分：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案例实施。本章主要展示了笔者在小学三年级

童话作文教学的实施案例。此案例是以本研究的理论为基础，在杭州某小学三年

级设计并实施的一次童话作文教学课。

关键词：小学语文；童话作文；童话作文教学；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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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ry tale writ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writing

in primary sch001．In recent years，the fairy tale of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line has obtained some achievements，but also exposed many

problem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raw lessons from existing fairy tale

composition，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practice，to further explore the fairy tale of

composition teaching．And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sis

teaching fairy tale to improve and perfect fa时tale composition teaching system，to

provide a line of the language teacher operability．In this paper，a total of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The introduction part．Main carding fairy tale composi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and simply introduced the selected topic

background，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e second part：Summary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sis teaching fairy tale．This

part from the relevant concep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iry tale of composition and

elaborates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fairy tale of composition．

The third part：The analysis of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thesis teaching fairy

tale．The author mainly through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respectively from

two aspects：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oday’S primary

school composition teaching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main problems of the fairy

tale．

The fourth part：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sis teaching fairy tal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This chapter mainly from the fairy tale of composition teaching of the

teaching goal，writing content，writing skills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writing process

four aspects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fifth part：Elementary school thesis teaching fairy tale case implementation．

This chapter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author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grade three fair)，sto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se．This cas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resent study,a primary school grade three in hangzhou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fairy tale composition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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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一)小学生的想象力亟待提升

“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的结果表明，

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在世界上位居倒数第一名”n1。尽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以下均简称《新课标》)中明确要求第三学段的学生“能写

简单的记实作文和想象作文”，但许多教师仍然不知如何落实《新课标》的新要

求，发展和保护学生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因此，“如何借鉴儿童诗、童话故事等

想象力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彩笔法”乜3，指导学生练习童话作文；根据小学

生的认知特点，有效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是写作教学研究的一项非常迫切的任

务。

(二)童话作文深受小学生的偏爱

某学者曾对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多种写作

文体中，学生最喜欢童话体的写作形式，而现状是童话作文在语文写作教学体系

中最微不足道。这一调查结果，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为何不利用学生最喜

欢的形式——童话作文，来解决当前小学写作教学中学生不愿意也不会写作的困

境呢?

(三)浙江小学大力推行童话作文教学

近些年，随着国外创意写作的兴起与2011年新课改理念的变革，童话作文

教学因其与小学生想象力的天然契合，越来越多地受到一线小学教师的关注。浙

江省可以说是进行小学童话作文教学实验的重地之一。浙江上虞市金近小学副校

长李立军，进行童话体作文教学研究，一方面结合习作，改变习作内容形式即用

童话方式观察写作，另一方面进行以童话为主题的校本课程研究；杭州市胜利小

学致力于“童话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杭州市天长小学特级教师施

民贵，进行“小学生编童话”教学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学编童话15法》(1991)

《童话习作：开发儿童幻想力》(2014)；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1]罗先慧．小学语文教学研究重点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基于2014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小学语文教与

学》论文转载情况统计与分析{J)．语文教学通讯．2015(3)：15．

[2]罗先慧．小学语文教学研究重点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基于2014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小学语文教与
学》论文转载情况统计与分析{J)．语文教学通讯．20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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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张祖庆，主张小学中段开展童书仿创课程；等等。

二、成果综述

(一)国外童话作文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国外，童话作文教学包含在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中。创意写作，

我国称为文学性写作，是针对传统的命题式作文教学而兴起的，尊重学生个性化

表达的一种写作教学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就开始了创意写作教学的探索。以英国为例，

创意写作教学，是由改革派提出并实行的。英国的改革派主张：“在写作中反对

种种束缚学生的做法，反对按提纲进行扩展性写作，反对在写作教学中的命题作

文，尤其是反对几十年不变的陈腐的老掉牙的旧题目”n3。这一改革在英国写作

教学中引起了重大的影响。创意写作教学模式的推行，使得英国写作教学无论是

在写作题材，还是在写作的形式上，都有了未曾有过的新气象。此次写作教学的

革新，让世界各国认识到了教学生创意写作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各国也依据各自

母语特点与国情展开了创意写作的变革。

1．教学理念的变革

英国的写作教学提倡激发学生把自己脑中的虚构情节写成小说、散文等。同

时，英国还十分重视学生欣赏和创作作品能力的培养。

美国的写作教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论文”(essay writing)，是指严格按

照规定格式的写作，如书信、建议书等应用文的写作；另一类是“创意性作文”

(creative writing)，没有格式的要求，如诗歌、小说、戏剧等。

韩国的写作教学也极重视文学性写作，文学“创作的类型主要有诗(童诗)、

小说(童话、故事)、戏剧(剧本)、随笔四大类”皿1。

2．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变革

近年来，国外创意写作的主要内容与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写作教学模式发生了突变，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个性化表达，

给学生自由的表达空间的写作模式。在写作练习中，淡化写作规范的要求，如遣

词造句、标点符号等具体的写作要求，仅仅为学生提供一些充满想象性和创新性

的写作情境，让其进行单项的写作训练。如今，英、美两国最流行并且有效的单

[1]潘文国．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对立——英国中学语文教学(中)[J]．语文学习．1990(11)：6-9
[2]叶黎明著．写作教学内容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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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创意写作训练有两种：自由写作和头脑风暴。

(2)另一种写作方式叫研究性论文，类似于我国的应用文写作(如说明文、

论文、建议书等)。这种写作模式，需要遵遁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格式，进行大量

的资料收集，并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观点中进行总结、分析并推理出自己的观点。

显然，在这一类写作模式中，相对上一种模式少了些独创性与自由，它必须是在

充分了解他人的思想、观点之上而成文。因此，学会收集和运用再有资料，在他

人思想或概念基础上进行独立而自由的思考，从而推断出自己的结论是这一类写

作训练模式的主要目的。

3．教学方法的变革

运用创意写作的方法，教师回避学生的作文以免抑制学生的创意。但一些学

生的作文中的语言表达漏洞百出，甚至有的学生的语言，读者无法理解其表达的

含义。为此，贾特·艾米格(Janet Emig)等“西方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和研

究结果转变了作文教学方法，西方作文教学已经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

转变”n3。过程写作法，就是在这些研究以及教师的实践中脱颖而出的。近十年，

过程写作法已成为贯穿创意写作过程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这一作文教学方法的．

变革也为童话作文教学的教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引起了童话作文教学对教学

过程的关注。

综上所述，西方各国的创意写作教学起步较早，在文学性写作的理念、内容

和方式、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实践与研究，其“有关文学写作方案

更为具体而全面”瞳3。这里边，大部分已经成形的教学模式与训练方法可供我们

借鉴，用于童话作文教学之中。

(二)国内童话作文的研究成果

从近3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只有一部专门研究童话作文教学的著作，

即一线教师施民贵的《童话习作：开发儿童幻想力》(2014)。其他学者对童话

作文教学的相关著述或课题实践散见于《小学作文教学论》(吴立岗2002)、

《当代儿童文学与素质教育研究》(周晓波2004)、 《作文教学创新与创新能

力培养》(柯孔标2005)、 《作文，就是写故事》(李崇建2011)、 《写作魔

法书妙趣横生的创意写作练习》(白铅笔2014)、《我们这样教作文》(景洪

[1]朱晓斌．西方写作教学研究的新进展[J]．心理科学，2001(04)：4．

[2]倪文锦、欧阳汝颖．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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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2015)等专著之中。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发现语文教学论的学者在小学童话作文教学这方面的研

究几乎为零，但是一线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关注着童话作文教学，

并进行着多种形式的童话作文教学的探索性实验。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划为“童

话引路”、“童话体作文”、“童话习作”三个阶段。

1．童话引路实验．

童话引路实验，是由滕昭蓉最先提出的，她在《“童话引路”与儿童化教育》

n1中指出，童话引路教学实验的理念是基于小学生富于幻想、喜爱童话的特点而

形成。实验的对象为小学卜3年级的学生。该实验主要在小学1-3年级的语文教

学中进行“以童话引路，发展听说读写能力”的实验。实验希望学生通过带领低

段学生听童话、说童话、读童话、写童话等一系列与童话相关的教学活动，把小

学生引上爱听、爱说、爱读、爱写的快乐语文之路。

童话引路实验，成功地达到了激发低年级儿童写作的兴趣，在我国语文界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该实验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引路”的年限。

童话作文教学只适合中、低年级吗?高年级就不能进行吗?二是缺乏习作教材。

2．童话体作文

“童话体”作文教学这一概念，是吴立岗教授首次提出乜1。李立军等人口3在

吴立岗的童话体作文实验的基础上，对童话体作文教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

们提出拓宽童话体作文教学的年段范围，进行打通小学高、中、低三年段的小学

童话体作文教学实验。该行动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构建童话教学

的目标体系。第一学段，以学生会讲童话为主；第二学段，以学会运用多种写作

童话的方法并能区分和欣赏童话为主；第三学段，核心目标是把记事、写人、描

景、状物、说理等方法运用到童话中去，使童话体作文的内容具体丰富，条理清

楚。第二，探索童话教学的基本方法。该项行动研究表明，童话体作文的学习，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习作兴趣，还使学生乐于表达自我，习作水平得到了提高，还

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德育教育。

[1]滕昭蓉．“童话引路”与儿童化教育[J]．湖南教育．1988(C1)：37-38．

[2]吴立岗．小学低年级童话体作文教学的探索(上)[J]．上海教育(小学版)，1991(5)：9．

[3]上虞市金近小学课题组，童话体作文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R]．本课题收录于柯孔标主编．作文教学创

新与创新能力培养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1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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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民贵在童话引路实验与童话体作文实验的影响下，组织“幼芽”儿童文学

社，利用课余时间为孩子们进行童话创编的辅导，根据实践提炼出15种编写童

话故事的方法，并以此编写了一套童话习作起步训练的辅助教材《学编童话15

法》。

3．童话习作

童话习作，是由教师施民贵提出的。他认为，“童话习作，是指儿童写童话，

或称童话体作文、童话作文，属于写作教学范畴”Ⅲ。童话习作的对象排除了小

学低段的学生，其基本思路为：听童话——说童话——写童话——看图写童话训

练——多种形式写童话。此外，他还提出小学五、六年级的童话>-7作应以科学童

话为主，并提出了相应的习作方法。

除了上述成果显著的探索，还有一些高校学者及很多一线教师就童话教学也

在进行着个人化、经验性的探索。

通过检索知网，笔者查到涉及童话作文课堂教学的期刊论文100多篇，其中

硕士学位论文两篇且只是在某一节中一笔代过；而期刊内容多为一线教师对自己

教学经验的总结分析，基本模式一般都是先呈现案例，然后进行教学反思，最后

提出改进的对策与建议。这些课堂实践与反思为本文童话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

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分析归纳已有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小学童话作文

教学起步相对国外的文学性写作起步较晚，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现在的理论与实

践多为一线教师从事的课题研究或课堂个案研究，而目前语文教学的研究者或是

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对童话作文教学的研究少之又少。此外，童话作文教学的研究

对象多为小学低段与中段，或中、高段。以小学六个年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相对

单薄。综上所述，小学童话作文教学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

价值与创新所在。

三、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丰富小学想象作文教学理论

本文在对童话作文教学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童话作文教学目标价值取

1l施民贵著．童话习作：开发儿童幻想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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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并尝试从理论的

高度加以总结。这些建议可丰富想象作文教学的理论，对小学语文教师的童话教

学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2．补齐小学高年级童话作文教学理论的短板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是小学二至六年级的学生，并将其低、中、高三个学

段写作特点的不同，尝试划分教学目标与教学侧重点。童话作文教学各段教学目

标和教学内容侧重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童话作文教学一直以来理论研

究薄弱的缺陷。此外，本文试图从写作技巧和写作过程指导提出对应的童话作文

指导策略，为完善童话作文教学体系，甚至是小学想象作文教学理论研究做一些

努力。

(二)实践意义

1．为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提供参考资料

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教师、学生两套调查问卷，学生样本为杭州市主城区两所

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共计785人，教师样本范围包括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瑞安市、

温州市、宁波市、邵兴市、乐清市的共47位教师。试图从小学童话作文教学中

的学与教这两个方面来调查一线现状，为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提供可信的资料。

2．提高学生的想象作文质量

为改进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本研究特别注重实践部分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

的实际学情出发，对小学各个学段童话作文教学的写作目标、写作技巧指导、教

学过程设计及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建议，这些建议可直接指导

小学各年级童话作文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想象作文质量。

四、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文献是“记录已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是把人类知识用文字、图形、符号、声

频和视频等手段记录下来的所有资料”n3。笔者利用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中国

知网、读秀、百度、谷歌等网上资源，搜索并查阅了大量与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相

关或相近的文献和资料，为本文的研究积累理论依据。

此外，笔者充分利用在校实习的机会，有意识地参与并收集了大量的小学写

[1]卞新荣．用文献研究法研究数学教育原则与方法[J]．湖南教育(下)．2009(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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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学课例，包括：课堂听课、观看教师教学视频及案例等。然后，在论文的撰

写阶段，对收集到的一线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与总结，为论文提供实践经

验与教学现状调查的样本。当然，小学童话作文教学中的经典案例也是笔者研究

的重要资源，精研细析，以为本文的示范案例。

(二)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就是研究者把想要了解的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发给研究对象，根

据分析和整理问卷的答案，了解研究对象的想法以及研究内容的情况。为了了解

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现状和主要存在的问题，笔者选择杭州市主城区(上城区和

下城区)的两所小学的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对童话作

文的兴趣、写作中的困难两个方面进行调查，问卷题目皆是封闭式问题。笔者调

查的教师对象是一次浙江省省级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能力培养班的47位学员，他

们来自浙江省的各个城市，教龄从3至20年不等，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教师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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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概论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童话作文教学的起点是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本节笔者将对童话、童话作

文、童话作文教学这三个概念的发展进行整理和界定。

一、童话

就文学的各种体裁来说，诗歌、小说、剧本等的定义都是很明确的。但是，

童话却是文学体裁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个。“它有点儿像寓言，但是它又不是寓

言；它又近似小说，但是它不是小说；它自身还有差别，民间童话的面貌不同于

文学童话，科普童话的性格又和它们不相同，可是它们都是童话。”n1那么童话

到底该怎么界定?我想，借鉴比较的方法，从作者、读者等不同方面，把童话与

其相近文学体裁，如寓言、小说与幻想文学区别开来，那么童话的定义就显而易

见了。

本文利用表格的形式，将不同学者针对童话、寓言、神话、幻想文学、儿童

小说的观点进行综合，见表1．1。

表1．i 童话与寓言、神话、幻想文学、儿童小说的比较

写作目的 阅读人群 角色塑造 背景环境

引发趣味，属于游戏性
常人、植物、动物、

童话 质，完全是为儿童而创 儿童 任意
神仙等

作

借故事来表达某种经验
寓言 儿童或成人 一个哲理或经验 任意

或哲理

上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 主宰世界的神仙、
神话 儿童或成人 远古时代

会生活的解释 鬼怪

充满魔幻，具有娱乐性
幻想 常人、植物、动物、

质，为儿童和成人等不 未来
文学 儿童或成人 神仙等

同群体而创作

儿童
反映生活现状 儿童 常人或英雄 古代或现在

小说

[1]陈伯吹著．儿童文学简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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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表1．1)的梳理发现，童话、寓言、神话、幻想文学、儿童小说

是极为相似又密切相关的文学体裁，对于这几种体裁的划分界限并不十分清晰，

甚至有时，是相互交叉、重叠的。但也有些内容与童话绝缘，“那些皈依宗教感

化、迷信色彩浓厚的神话，那些充满残酷杀伐、鼓吹复仇的英雄传说，怎么可以

作为儿童阅读的童话呢!”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具体的作品来

界定童话的大概范围。

笔者综合以上各角度的考虑，再结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小学写作教学的基

本宗旨，决定本研究中的童话定义，采纳王泉根的观点：“童话是以幻想为核心，

以拟人、夸张、变形等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满足于表现人类普遍愿望的适合儿

童欣赏和接受的叙事文学样式。”呛’

二、童话作文

(一)童话创作与童话作文

童话作文，或称童话体作文，是指儿童写具有童话特征的写作练习，属于小

学语文写作教学的范畴。童话作文没有篇幅的要求，可以是一个片段，也可以是

一首小诗，还可以是几句话，这完全根据教师的写作目标与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

童话作文的目的是通过童话这个体裁的特征来激发学生写作兴趣，训练学生的书

面表达能力，因此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的童话作文与童话作家的童话创作是有差

别的。本研究中的童话作文，是指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写有童话特征的作文，其

作文的形式类似童话，写作手法相同，但是评价要求没有专业童话那么高和全面。

童话作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写类似童话的虚构故事而对写作感兴趣，学会

用想象的语言表达自我的情感，而非培养专业的童话作家。

既然目的不是培养专业的童话作家，还有必要进行比较系统的童话作文教学

吗?张志公曾论及文学写作教学的必要性时说：“虽然学校并不是培养作家，但

我认为这种练习是必需的、有益的。因为人人都应当具备想象力、创造力，文学

习作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有效途径。”口1

(二)童话作文的要素

1．童话作文的人物

[1]洪汛涛．洪汛涛童话通论[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l：17．
[2]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6．

[3]转引自孙移山．张志公先生对作文教学的贡献[J]．中学语文教学，1998(5)：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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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作品中的人物，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但是，童话中的人物取材于生

活，我们可以运用适当的艺术加工把生活中的事物转化成童话中的主人公。

学生可以运用拟人法，让各种动物和植物来做童话的主角，最常用的方法就

是让动物拟作人来担任职务——狐狸医生、猫大王、蜗牛王子等等；可以运用拟

物法，将人比作事物来写，如《猴精之吻》把人当作猴子来写了；还可以运用变

形法，变形让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做童话里的角色，变形让生活中的平常人

变成一个有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变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重新组合，即把两

个不相干的事物组合起来，如一只单色的狗，成为五颜六色的“七彩狗"； 另

一种是夸张，夸大或缩小，最常用的方法是把人物本身的品质放大或缩小：如比

巨树还要高大的“世人”、躺着生活的“懒人”、像拇指般大小的“小人”等等。

2．童话作文的结构

童话作文的结构包含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开头、中间和结尾。

(1)开头

童话开头的创作要注意三点。首先，开头尤其是童话开头的第一要务是抓住

读者的好奇心。因此，开头无需太长，其最佳效果是使读者感到惊奇，寥寥数语

却能引人入胜。其次，童话的首句极富标志性，如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场，

或是以一种没有时间感和地点感的句子开始。这个规律是童话文体特征性的标

志，目的就是为了在开头就为读者编织一个富有奇幻色彩的幻想世界，也给作者

带来距离感，将其视为一个故事。最后，从开头的内容来讲，最好交待发生了某

件事情，使得主人公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或强烈的动机。

(2) 中间

童话故事的中间部分是故事展开的重要环节。这一部分的写作，一方面要包

含人物与对手或与困难的抗争，人物遇到危机或是困难矛盾的升级，把故事推向

高潮；另一方面，要兼顾童话叙述技巧的运用。如，反复的手法的运用，是否具

有三次内容差不多的对话、测试或是难题?

(3)结尾

童话的结尾，一般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并且在高潮之后获得了一种新知。

写这一部分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问“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吗?"“你的结

尾是否包含一种新的领悟?”如《三片羽毛》最后的结局是-“这一下谁都无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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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了。小王子继承了王位，成了一位英明的国王。”这里的新知是国王的三儿

子——“小傻瓜”在完成四次测验的过程中，学会了适应并利用周围的环境，最

终成为一个“英明的国王”。

3．童话作文的主题

童话的主题，是指童话要表达的核心内容。“童话的主题并不是作品的整个

内容，而是透过这个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u1

陈正治(童话写作研究，2005)认为，童话的主题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正确

的主题、有趣的主题和新颖的主题。

(1)正确的主题，就是价值观端正，对儿童有教育意义的主题。

(2)有趣的主题，是指符合儿童喜欢游戏的天性，提供有趣味的故事，满

足儿童的娱乐需要。

(3)新颖的主题，即充满创意的主题，举个例子，要赞美警察，可以写《黑

猫警长》，表达警察聪明、善良，不畏危险抓小偷、盗贼的主题。这个是童话的

传统主题；也可以写《让路给小鸭子》，警察指挥交通帮助鸭子过马路，表达警

察是人民的保姆的主题，而这个就是对主题的创新。 ．

童话的主题如我们的生命一般不断变化。现代童话的主题随着时代的不同也

会有所略微变化。也有学者提出将童话的主题按年龄的不同分为三组：

(1)少年童话：少年主人公离开家族，去寻找真爱或是宝藏，与恶势力斗

争，增强了意志。这组主题的结尾转变较偏重于“适应性”，即少年的成长。

(2)中年童话：人物不再有不成熟的想法，而是直面悲剧，发展了自我意

识。这组的结尾一般比较偏向于“重生”。

(3)老年童话：人物得以超越世俗视角，重拾童真，直面死亡，并且获得

智慧。这组的结尾一般是主人公对生活智慧的“顿悟”或是其精神品质的传承。

(三)童话作文的特征

1．虚构性

童话作文就是写一个虚构的故事，要求作者根据自己对生活和社会的理解与

感受，通过语言的叙事来编织现实中未必实有但在情理之中可有与能有的人生图

景。诚如理查德·卡尼的说法，虚构的故事其实类似于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

[1]陈正治著．童话写作研究[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59．(转引自方祖荣、邱燮友等著的《散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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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创造依然“服务于创作目的”，创造自我，在“想象力的子宫里”重塑自

己。n1所以，说起童话的虚构性，一定包含着想象与幻想两个部分。

2．幻想性

童话的基本特征是幻想，童话作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教学中强调幻想与想

象的参与。幻想，即变幻，是通过虚构的方法把现实的事物进行变形。幻想虽然

难以捉摸，是人们头脑里的东西，但是，幻想是从人呱呱坠地便具有的，是孩子

的天性，是他们常有的思维方式，更是小学生们最可贵的财富。幻想是创造力的

基础，是创造性思维生长的催化剂，是一切创造、发明的基石，也是创造性思维

的源动力。诚然，很多人对幻想力有偏见，认为儿童的幻想就是没有根据的胡思

乱想。当一个儿童幻想时，他实际上是在做什么——是在逃避，还是在创造性的

思考?幻想可能是一种逃避，但它更可能是使小学生进行真正学习的一种想象的

形式。J．查德伯恩指出： “我们发现，从小学直到研究院，在每一阶段的学校，

幻想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教和学的工具。”．晗3

童话作文就是借助于孩子们的幻想，顺着孩子们的幻想，发展孩子们的幻想

．而写出来的。“一个好的童话，必须是无数个幻想细胞构成的。”口1用幻想写的

童话，让本不可能在生活中实现的事情变成可能；让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理所

当然的存在于故事中。因为童话允许并鼓励幻想的存在，就使得写作的主体得以

显现和突出。在幻想的作用下儿童不用考虑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现实，而只关注于

他们心中的未来或是理想的生活的样子，写出心中所想，在写作中想怎么写，就

怎么写。也因为有了幻想，儿童可以不用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局限，凭着幻想更为

顺利地写出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的故事。

当然，童话作文中的幻想也不是任意、随性、没有根据地乱想、胡想，它一

定是符合一定情理与逻辑的。而这个逻辑，就是幻想生活化，它一定是来源于生

活，反映了生活中的人与物、事与理，但它又不等于生活，它是在假中求真。因

此，笔者认为用“无理而妙”来概括童话作文中幻想的规律再合适不过。

3．想象性

任何文学写作，都应该有想象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因为文学的写作，

[1]葛红兵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2．

[2]J．Chadbourne，让学生幻想——是浪费时间，还是创造性的过程?世界科学译刊[J]．1980(4)：25
[3]洪汛涛著．童话学讲稿[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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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描写生活，它不是简单地复述生活，而是一种源于生活而又超越于生活

的写作。

如果说幻想是虚构的最终成品，那么想象就是制作虚构的模具，它是把生活

中这个原材料，放成想象的模具中进行变形、拉抻、压缩等加工的过程。因此，

可以说想象是“密布和渗透于一个童话的开头到结尾，从人物到故事，从结构到

布局，从用句到措词”n1，都有想象的身影。

4．知识性

众所周知，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知识，一种是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就是

让儿童去认识自然，社会知识就是让儿童去认识社会。

一个童话，如果以增进儿童自然知识为主，那是科学童话，本文所说的，是

文学童话，文学童话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增长儿童的社会知识。

一个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小生活在家庭里，后来长大一些，就进了学校。

广义来说，家庭、学校都是儿童的社会。狭义来说，从学校毕业到了工作岗位，

才算是踏进社会。不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来说，社会都是一个有着多重人际关系，

不同角色变换的，十分复杂的构成体。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活，要善于生活。首

先要懂得生活，然后才知如何生活，如何促进生活的更美好。童话作为儿童精神

生命中主要的文学样式，它是“向理性觉醒前的儿童传播道德真理的最有效和最

恰当的方式”。

童话，就要指引儿童去认识社会，去认识人生，从而直面社会，直面人生，

做社会的主人，做生活的主人。如何适应生活，学会生活，这是一部人生哲学。

童话作者写童话，为儿童而写，就是为了把生活哲理与社会哲学说给儿童听。而

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一个个道理，并不是也决不能是强硬地灌输给孩子，它是象

征性的，间接的，借彼说此的，在缓慢中潜移默化的。儿童在童话作文中渗透的

社会知识，会比童话作家的作品更有针对性。我们说写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的

过程，而是思维的锻炼，思想价值的体现与碰撞。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作品，

所谓文如其人。因此，教师在童话作文中，可以通过选择写作主题、科学的评价

方式、恰当的修改策略等教学管理，教会学生本应懂得的人文与科学知识。

(四)童话作文的分类

[1]洪汛涛著．童话学讲稿[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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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童话作文的表达手法分类

小学生的童话作文类型按照不同的划分角度，有不同的类型。按童话写作对

象和表达手法，可以分为如下五类。

(1)动物童话，即以动物为主人公的童话作文，而童话故事里的动物处处

都存在着人的影子，这就需要学生在写作时熟练地运用拟人手法，将动物自身的

特点和所要表达的中心相结合，塑造出作者所需要的童话形象。

(2)植物童话，植物来源于生活，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事物，从大树、

盆栽到花朵甚至一片树叶都可以是植物童话的主人公。让学生写最熟悉的事物，

不仅写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能训练学生对身边植物进行细致地观察，有

逻辑地表达等。

(3)自述童话，这类童话主要是把事物拟人化，但是与动物、植物童话不

同的是，它的叙事视角是自述，即让事物自己讲故事，通过自述来与读者交流自

己的想法。自述，是小学生自我表达能力的一项重要技能。因而自述童话就是让

他们借他物来说出自己的心声。比如：为了表达“珍惜水资源”这一中心，某同

学写了《小水珠的自述》。自述童话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可以采用对比、举例，

还可以采用列数字、比较、比喻和描写等说明方法。

(4)传说童话，传说，是指记录和评价年代久远的事迹，一般都具有神化

的色彩。传说的种类包括地名、民俗、人物的传说。传说童话，主要是一个转述

的过程，让学生在了解具体传说的来龙去脉后，经过自己合理的想象和再加工，

用自己的语言讲给别人听。

(5)其他童话

童话的写作对象不只有前面说过的植物、动物、自述、传说这四种。由于丰

富的幻想和神奇的想象是童话的特性，这也决定了童话具有宽广的选材范围，所

以本文把其他写作对象归为其他童话。例如讲解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童话，讲哲

理的知识童话等等。

2．按童话作文的主题分类

(1)哲理主题作文

哲理主题作文，就是侧重有教育意义、有哲理的童话作文训练。作文评价要

求标准是作者能够通过童话作文告诉读者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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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戏主题作文

游戏主题作文，就是作文内容侧重学生表达真实情感的作文训练。作文评价

标准是学生能够写一个符合学生真性情，能够娱乐学生生活的童话作文。

(3)创新主题作文

创新主题作文，就是要求作文内容想象力丰富、充满幻想的童话作文训练。

作文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

3．按童话作文的篇幅分类

按照童话作文的篇幅长短可以分为小巴掌童话作文和一般童话作文。

此外，童话还可按读者对象的接受程度和年龄特点进行分类。如学龄前儿童

童话，学龄儿童童话。又如一年级童话、二年级童话、三年级童话⋯⋯

三、童话作文教学

童话作文教学，就是以童话作文的形式，围绕着特定的写作情境，设计教学

内容，制定教学支架，展开童话作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表

达想象力的一种小学语文写作教学。

笔者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和童话写作教学是一个概念，只是因为《新课标》规

定“写作”的目标，第一学段定位于“写话”，第二、三学段开始“>--j作”，第

四学段为“写作”。加之本文研究的对象范围为小学生写作教学，包括“写话”

与“习作”两个阶段，又区别于第四学段的“写作”。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

童话作文教学这一术语。

童话作文教学的价值是什么?

笔者认为，首先，童话作文教学可以促进学生想象能力的发展，学生的创新

思维得以发挥。其次，童话作文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轻松、快乐的环境中学

习写作的方法，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反馈和支持。最后，学生可以通

过写童话故事，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找到自己的语言，“能够运用想象的语言

更生动活泼地表达自我，形成属于自己的故事讲述方式”⋯。

第二节童话作文教学的相关理论

一、快乐作文教学

快乐作文教学是基于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在1854年提出的“快乐教育思

[1]王书彬．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均衡提高学生的英语素养[J]．学周刊．20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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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认为，如果学习的过程中能为学生带来满足和快乐，那么学生可以在完

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完成自我学习。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到快乐作文教学中，并

形成了快乐作文教学。

快乐作文教学，“就是将作文训练序列与阅读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教学”

⋯的操作性较强的作文教学模式。教师通过设计愉快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情

境中快乐地进入写作状态。最终，使小学生在快乐的情绪中将自己在课堂中所看、

所听、所想、所思的内容顺利地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现在，在童话作文教学中

运用快乐作文教学方法的趋势与日俱增。因为快乐作文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如想

象式、表演式、情境式、游戏式等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童话作文教学中。

二、过程写作论

(一)过程写作

过程写作论，顾名思义就是重过程(process—orriented approach)的写作

教学方法。与之相对应的是重结果(product—oriented approach)的写作教学

方法。过程写作法是创意写作中的主要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教师同学生们一

起走过从写作开始到结束的整个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针对学生的具体

问题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与引导。在这种方法的框架下，学生通过对初稿的反

复修改、润色后的过程，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写作过程中的问题，真正的学会写

作。

(二)过程写作的基本模式

写作本是一项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活动，写作的学习需要教9币有针对性地给予

写作技巧的支持。因此，在过程写作教学中教师必须做到以下五点： (1)保证

足够的、经常性的写作时间； (2)教师的写作技巧传授； (3)教师对学生有针

对性地面授； (4)同伴反馈； (5)作品的展示。

过程写作的的模式可概括为以下五个阶段：

1．预写作(prewriting)

教师通过制造轻松、愉快的写作情境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然后布置自由度

较大的写作任务，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话题，构思写作的要素。具体

步骤如下。

[1]王珏．小学三年级快乐作文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D]．宁夏大学．2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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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话题

(2)确定目的、形式和读者

(3)形成写作主旨，即中心思想

2．打草稿(drafting)

学生不必考虑语言是否通顺、标点是否规范，把预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想法一

气呵成写下来，形成草稿。

3．修改(revising)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根据教师或同伴的反馈，修改草稿中情节

与构架等，形成初稿。

4．校订(editing)

这一阶段侧重修改文中存在的语言、标点、修辞等细节性错误，多次交流修

改后形成定稿。

5．发表(publishing)

在班上或小组内朗读或传阅彼此的作文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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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现状调查及分析

童话作文是激发小学生习作兴趣、培养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项目，小学童话

作文教学的现状如何呢?浙江作为童话作文教学实验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童话作

文教学的理念与教学情况均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因此，本论文选取浙江省杭州

市作为调查范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童话作文教学现状的调查，希望以此地

的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现状管中窥豹，统照我国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整体教学情

况。

第一节童话作文教学问卷调查的对象和内容

教学现状的调查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学情况，还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据

此，本论文的问卷调查分为学生卷和教师卷。下面对调查问卷的对象选择和主要

内容做简要介绍。

一、小学童话作文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的对象及内容

学生问卷的主要内容则围绕学生喜爱童话作文的程度、喜欢的学习方式、童

话作文中的困难三个方面进行设计(调查样卷详见附录)。

由于小学低段的教材无习作的练习设计，主要以口语表达为主，而在浙江的

童话作文实验二年级也在实验对象中，因此笔者选取的学生样本为杭州市上城区

某所小学二至六年级的学生。学生问卷总共发放785份，回收750份，回收率为

96％。具体情况是：二年级共发130份，回收126份，回收率为96％；三年级共

发158份，回收156份，回收率为99％；四年级共发169份，回收160份，回收

率为95％；五年级发165份，回收155份，回收率为94％；六年级发163份，回

收153份，回收率为94％。

二、小学童话作文教师教学情况调查的对象及内容

教师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教师的童话素养、对童话作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对童话作文教学目标的把握、童话作文施教的具体时间处理、童话作文的评价方

向以及当前童话作文教学的困境等等。

考虑到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丰富性，教师样本为参考某次小学语文教9币省级

培训班的47名学员。共发放教师调查问卷47份，回收45份，回收率96％。这

47位教师的具体情况见下表(表2．1)。

表2．1 47名小学语文教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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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教年级 职称 教龄 地区

低年级 32．4％ 小学中高级37％ 20年以上18．6％ 杭州市、瑞安市、

中年级 22．2％ 小学一级51．9％ 10-20年22．2％ 温州市、宁波市、

高年级 33．4％ 其余11．1％ 10年以下48．2％ 绍兴市、乐清市

第二节童话作文学生调查问卷的分析

通过对杭州市小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学

习情况，发现小学童话作文学习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具体情况

可从学生对童话作文的认识和学生对童话作文学习方式的要求两个方面分析。

一、小学生对童话作文的认识

作文一直是困扰学生的一大难题，不少学生甚至有提作文色变的现象。在这

样的情况下，小学生对童话作文的态度如何呢?他们喜欢或是不喜欢的原因又是

什么呢?笔者为此设计了学生调查问卷中的前三个问题，调查结果及分析如下。

(一)小学生喜欢写童话

调查结果(见图表2．1)显示学生都非常喜欢写童话，二、三年级的学生尤

甚，只有个别几个同学不喜欢写童话。可见，童话作文在小学生中有很好的“群

众基础”。

图表2．1你喜欢写童话故事吗?

(二)各段学生喜欢写童话的原因不相同

从调查结果(见图表2．2)中可知，学生喜欢的原因也因学生年龄的不同而

不同，二、三、四年级主要因为有趣而喜欢写童话故事，而五、六年级的主要原

因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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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你喜欢编童话，主要是因为(可多选)?

置二二蕾盏盏

二、小学生对童话作文学习方式的要求

学生对童话作文的教学有哪些要求?他们对现在的童话作文训练是否满

意?他们最喜欢的童话作文学习方式有什么?为了解这些问题，作者设计了下面

的几个问题，其调查结果及分析具体如下。需要说明的是，二年级的学生由于识

字量和表达能力有限，童话写作的内容多是一句或几句话，或是为绘本配字，因

此这部分的问题并不针对二年级的学生。

(一)小学生喜欢多种方式写童话

小学生如此喜欢写童话故事，那么他们最喜欢怎样写童话故事呢?根据调查

数据(见图表2．4)，我们可知，学生喜欢多样的作文方式。选项中的三种作文

方式“看图编童话”、“续写童话”、‘‘改写童话”每一种都有不少的学生喜欢，

只是每个年级的偏重点稍有不同。从总体来看，学生的多选情况较多，说明更多

同学倾向于通过多种方式来-T童话。

图表2．4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写童话(可多选)?

(二)学生希望在作文过程中得到教lJ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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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写童话时有没有困难?童话作文教学的指导是否有效?学生最需要

的指导点是什么?笔者带着这样的问题，设计了调查问卷的第五、六题。通过数

据的整理(见图表2．5和图表2．6)发现，各年级学生写童话时都会遇到自己解

决不了的困难，并且绝大部分学生都渴望得到教师的指导。

第五题是：“你在写童话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通过图表2．5中数据，发

现学生写童话时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存在困难，他们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怎

么写”。学生三、四年级学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有故事但写不出来”；五、六

年级的学生的主要困难则在“编不出有趣的故事”。这些问题都是在童话作文过

程中出现的，因此教师应多关注写作过程的指导。

图表2。5你在写豪话时最大的困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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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题是： “在写童话时，你最希望得到哪种帮助?”调查结果(见图表

2．6)显示，学生非常渴望教师“表达方面的指导”以及“教师对写作后的评价”。

图表2．6在写作童话时，你最希望得到哪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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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对小学生童话作文的指导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在语言表

达方面。

(三)学生希望增加写童话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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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现在小学童话作文的次数是否能够满足学生的>-j作需求，笔者把学生

问卷的最后一题设计为： “你觉得在课堂上写童话的次数需要增加吗? ”调查

结果(图表2．7)显示，现在的童话作文次数无法满足学生的作文需求。这一结

果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童话作文教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图表2．7你觉得在课堂上写童话的次数需要增加吗?

200

豳二
pq辞

从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中，笔者发现小学童话作文深受小学生的欢迎。

然而，童话作文教学并没有真正植入到写作教学体系，当今的童话作文教学无论

从作文次数还是作文指导上都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第三节童话作文教学教师调查问卷的分析

通过对教师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教学情况，

发现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具体情况可从教师

对童话作文的认识、教师童话作文教学的实施现状及教师实施童话作文教学的困

难三个方面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教师对象的不足百人，为了呈现数据结

果更突出、更明显，此节多采用百分比的图表分析数据。

一、教师对童话作文教学的认识

(一)教师重视童话作文教学

从图表2．8显示的数据来看，绝大多数教师认为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开展是

非常重要的。调查结果显示，89％的教师认为童话作文教学非常重要；11％的教师

陶表2．8小学童话作文教学重要性?

埘鬻蛳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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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童话作文教学是考纲规定的内容，比较重要；没有一位教师认为童话作文

教学“毫无用处”或是“可有可无”。这一点至少能说明，童话作文教学在小学

语文教师们心中的分量，他们在写作教学中比较注重童话对学生作文能力的影
’

响。

(二)教学对童话作文教学的本质认识模糊

1．教师认为童话作文教学的最适年段为小学低段

教师们针对“您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应在哪些年级开展?(可多选)”问题的

答案，经笔者梳理(图表2．9)。从中可以看出，教师心中的最适年段比较偏向

中低段，尤其倾向低段。只有少部分的老师认为小学高段也适合童话作文教学。

笔者在整理数据时发现，选择了小学高段的教师大部分是现任教高段的语文教

师。这至少可以说明小学语文高段的习作教学也在进行童话作文教学。

小学i岛段

小学·1t段

小学低段

图表2．9小学童诉作文的最适年段?

10 15 20 25 30 3S

鹜系列1

2．教师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应培养想象力

教师们针对“第三题您认为童话作文能培养学生下面的哪些方面素养(可

多选)?”的答案统计为图表2．10和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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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达

记叙能力

想象力

图表2．1 0 豪话作文对学生的素质影响?
张i+．

，1

冀～。v． 四种能力
。『。。『豢。 29％

《臻’一¨¨t!，■

两种能力

57％

三种能力
14％

图表2．11 小学童话作文对学生素质的影响?

分析表以上两表(图表2．10和2．11)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

教师都认为童话作文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这一点也关乎童话文体的最重

要的特性。此外，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两点。

第一，从图表2．10来看，教师们都注意到了学生童话作文能力的全面发展，

没有教师只选择一项能力，他们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对学生的想象力、记叙能力以

及情感表达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二，从图表2．11来看，还有大部分教师对童话作文教学的认识仍停留在

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上。忽视∽隋感表达能力”和“记叙能力”这两个方面

的培养。

(三)教师缺少童话作文教学理论的原因是资料太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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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 2您认为当前童话作文教学中教师最迫切需
要加强的是什么(可多选)?

奄话的写作能力

几童心理学的想象知识

具体搬作方法

童话理论妣识的学习

图表2．13您看过与关童话及童话作文理论相关的书
或资料吗?

几专誓过看繁多8-6％ ⋯看过一些

看得很少

62．8％

从以上两份图表(图表2．12和表2．13)可以看出，小学语文教师一致认为

童话作文教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的积累对他们童话作文教学的帮助是最大的，也是

他们当下最迫切需要的。但是，当问及读过的童话作文教学理论资料时，老师们

都表示读得很少。

斟褒2．14您看书少的主要原阑是(可多选)?

没有必要看

巧：知道看哪冀：强筒蕊黼篱磷黼函黼黼蕊黼溺嗣娥滋凿誉蓄蔷鏊

没有时刚看裔嗣瀚豳豳函豳蓄蓬溢

没行资料或桶笑’够簸可番篱鬣瀚豳图瑟豳蕊褥豳黼瀚嗣豳鬻阔豳菡蕊警g蔷溢

鑫系步《l

从图表2．14的数据中可以探知语文教师缺少童话作文相关理论积累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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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二，一个是他们觉得现在没有论述相关教学理论的书可以学习；另一个是

教师不知道从哪里获取与童话作文教学理论相关的资料。这一点，笔者在国内文

献综述中也有提到。童话作文教学研究的理论缺失，正是小学童话作文教学存在

问题最主要的原因。

二、教师童话作文教学的实施现状

(一)教师不明确童话作文的教学目标

从图表2．14和图表2．15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少部分的教师对童话作文教

学有比较系统的计划，而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在这方面都没有系统的计划并且很

多教师对童话作文教学的目标并不是十分明确。图表2．15中显示“不太明确”

和“不明确”的人数占到了63％，只有37％的教师是十分明确教学目标的。

图表2．14您是否有系统的童话作文教学计划?

没有
69％

图表2．15您是否明确童话作文教学目标?
不明确
17％

4：太明确
46％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与目的。只有明确教学目标，教师才能选择教学的内

容，进而根据教学内容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及训练模式。童话作文教学也不例外。

目标不同，写作的内容与方式也会随之大不相同。

童话作文教学无规划，教学目标不明确的教学现状，暴露出童话作文教学一

直以来效果不突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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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意识到童话作文教学形式应多样化

教师在回答：“您在童话作文的教学中一般会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来教学呢?

或者您身边其他教师在进行童话作文教学时有哪些好的教学方法?”这一简答题

时，提出了多种与传统童话写作课不同的教学方法，如读绘本，仿写句子，读一

本童话书，仿写结尾等等。虽提出的方法富有多样性，但据笔者的听课了解，在

教师们进行其他体裁的写作教学时也会采用这些方法，并没有突出童话作文体裁

的特殊性。

(三)教师重作前指导轻过程的指导

图表2．16引导学生想象的时间?

20分钟
54％ 15分钟

32％

图表2．17课堂学生写作的时间?

20分钟
6％

lml5分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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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8小学童话作文教学时问安排?

≮露懿澎：撬譬

课堂写作 ：．5分钟

10分钟 麓 篡曩
÷÷÷一

i 爹 i

i j
鬻 -曩 鎏

蠹 萼““ l= 薹薹
弓I导想象内

j 容
20分钟

由以上三份表格数据(图表2．16、2．17和2．18)可以看出小学童话作文教

学内容的时间安排的大致状况。其中图表2．18是笔者根据图表2．16和表2．17

总结的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课堂教学时间安排。从中会发现，教师们花大半节课

的时间“引导学生想象”，而“写作知识指导”及“课堂写作”环节只用了15

分钟。这说明，教师在童话写作教学中，只重视写作前指导，基本没有写作过程

中与写作后的指导。而写作前的指导，多是指导写作的内容，即引导学生充分发

挥想象力。

(四)教师几乎不教写作技巧

图表2．19在写作课；l：_l需要教授学生童话的写作技
巧呜?

可以有意识地
渗透一些

86％

非常有必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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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

5．10分钟

20％

5分钟以内
71％

从以上两表(图表2．19和2．20)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对童话作文知识教

学态度是比较轻视的。35份调查问卷中，虽然有30位教师承认了童话作文知识

的重要性，选择“有意识地渗透一些知识”，但是从表2．19中分配给“写作技

巧”的时间看，I'd题就出现了。有3人认为“不需要”指导学生写作知识；27

人认为写作技巧的指导可以在“5分钟以内”完成；只有7人认为需要给写作知

识的传授多留一些时间，即“5—10”分钟。

因此，从教师们实际安排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上，可以得知，小学童话作文

教学中写作技巧的指导和写作知识的传授是被忽视的。

(五)教师评价童话作文的重要标准是“合理”

图表2．21您评价童话作文的重要标准是?
i≯：、％

，11 二

+叠．。『、矗≥
?、；

勺容积被向上
守合小学生身
发艘 56袈

教师评价学生的童话作文的标准是什么呢?由上表(图表2．21)可以看出，

教师们对童话作文的评价并没有放开，多以“合理‰}生来评价作文。图表2．21

显示，56％的教师们认为童话作文“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是最

重要的；33％的教师认为“有想象力，想象奇特、新颖”的童话作文才是一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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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文。

据笔者了解，“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与“有想象力，想象

奇特、新颖”是当前两种主流的童话作文的评价标准。这样的评价标准容易陷入

评价误区，如果脱离学生的情感诉求，片面地强调学生的想象新颖、独特；强调

内容的思想积极向上，将极大地打击学生想象的热情，束缚学生爱幻想的天性，

抑制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三、教师实施童话作文教学的困难

小学语文教师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实施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汇总梳理教师们

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后，笔者发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困难比较集中。

第一，不知如何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 (15人)

第二，不知怎样通过童话作文教学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19人)

第三，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阶段目标难以确定。 (10人)

这三点问题正好可以总结童话作文教学中存在教学现状。

第四节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现状的述评

笔者通过以上对小学师生的问卷调查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童话作文

教学的现状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小学童话作文教学受到小学师生的重视并且

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小学童话作文教学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小学童话作文的学习现状

笔者通过分析小学生调查问卷结果的数据，认为小学童话作文的学习现状可

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小学生喜欢写童话作文，但不同年段的学生写童话的兴趣点不同。

第二，小学生希望童话作文课的写作内容和形式能够多样化。

第三，小学生写童话作文的主要问题是不会把心中的虚构故事表达出来。

从以上三点学生的学习现状来看，童话作文深受小学生的喜爱。但是，学生

学习童话作文的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学生通过童话作文的学习后，并没有学会写

童话故事。

二、小学童话作文的教学现状

教师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小学语文教师的童话作文教学的写作指导没

有突出童话作文的特征，与其他文体的写作指导差别不大。此外，小学童话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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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教师教了很多引导学生想象写作内容的方法，而如何用恰当的方法表达想

象的内容却几乎没有教。具体表现在以为以下四点：

第一，小学语文教师都肯定童话作文的价值，但并没有行动执行下去。

第二，小学童话作文课缺少教师的写作过程的指导和童话技巧的写作指导。

第三，小学童话作文课的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徒有虚名。

第四，小学童话作文课的评价标准有待开放。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1．小学语文教师缺乏童话作文创作及相关虚构写作教学的理论积累，致使

童话作文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选择上出现了偏差。

2．一线语文教学亟需童话作文教学的实践，而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教学理

论方面一直都没有一套操作性较强的童话作文教学的指导体系。理论与实践需要

相脱节，是造成语文教师觉得童话作文教学无法教的主要原因。

因此，完善童话作文教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指导

小学童话作文教学高效的实施，是童话写作教学研究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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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的改进建议

本章笔者打算围绕童话作文教学的实施中的主要问题，主要针对童话作文教

学的主要环节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改进建议，力求改善童话作文教学的现状。

第一节明确童话作文的阶段目标

小学阶段是写作教学的起步阶段，小学生也是思维与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因此，小学童话作文教学目标应根据小学生的低、中、高年级学生的特点的不同

而略有不同，并呈现写作能力要求逐层递增，难度螺旋上升的趋势。本节将结合

小学生各学段的学情与《新课标》中小学写作教学目标，试讨论童话作文各段的

教学目标。希望此文的尝试能为一线童话作文教学的实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引领着教学过程，也是检验教学实效的重要标准。

如果教学目标不正确、不清楚，后续的教学都是无效的。童话作文教学的教学目

标是有效实施教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笔者在调查童话作文教学现状时发现，很

多教师都不清楚童话作文教学目标是什么。因此，教师有效实施童话作文教学的

首要条件，就是明确童话写作的教学目标。

一、小学低段童话作文的教学目标

(一)鼓励幻想，发展想象思维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是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新课标》也对培

养学生的想象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在发展语文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

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实际上，现有的很多童话写作教学，就是把学生想象

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作为唯一的教学目标。虽然这样处理不够全面，却佐证了

童话写作教学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诚如美国教育家西奥

多·W·海伯所说： “要想写清楚就必须想清楚；要想写得实在并富有想象力，

那就必须在思想上想得实在并展开丰富的想象。”u 3

7至9岁孩子的思维充满了幻想与想象，但其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发展，书

面表达内容常出现很大的跳跃性。因此，放飞学生的想象力是低段童话写作教学

的主要特点。

这个年段的教师，往往要求学生习作中要结构完整，有一定的逻辑，这严重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语文教学[M]，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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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忽视了学生的学情，其结果是学生为了符合逻辑。想象力被压制，幻想被封杀，

其文字的创造力也随之不存。这个年段的教师，如果愿意包容学生跳跃的文字叙

述，不过多地修改学生的语言错误，实则保护了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越写越多，

越写越爱写，为创造性思维留下一块肥沃的土地。

(二)激发写作兴趣

激发兴趣，是小学写作教学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如《新课标》对小学低段

的学生的要求是“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写的话”；小学中段：“乐于书面表

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

内容写清楚”：小学高段要求教师“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

可见，写作兴趣的重要性。

写作兴趣的形成与否，将对学生一生的写作学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切学

习行为都是由动机引发的，驱使行为力量可分为外在驱力与内在驱力。内驱力作

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力，对学习行为起着决定的作用。小学低段作为写作的起步

阶段，培养写作兴趣比学习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因为，写作的兴趣因此，．小学

低段的童话写作教学活动都应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为目标。

7．9岁学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教师在教学中应遵循学理，利用一

些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引导学生写作。如通过声音、图画等辅助手段来营

造出童话故事中的情境，使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联想，从而激发学生表达的冲

动。当然，教无定法，只要是直观的、形象的、易于被低年级学生接受的教学方

法都可以在小学低段的童话写作教学中运用。

二、小学中段童话作文的教学目标

(一)能根据修改清单修改自己或他人的童话初稿

“写作是一个体验、构思、写作修改、发表、回馈的再修改的过程。只有经

历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学生在作文能力的提高方面，才会真正有所收获。”

n1《新课标》在第二段中提出“学习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的词句”。第三学段

的修改要求为“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

正确，书写规范、整洁。”依据《新课标》，我们可以把小学童话写作的修改目

【l】陶本一，谈谈作文教学中的两个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20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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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层次地分为三个阶段：小学低段，对修改几乎没有要求，目的是鼓励学生多

写；小学中段，要求能修改明显错误；而到了小学高段，要求学生学会分享，在

自己修改的同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并能斟酌字句的细节处。最终，学生能

够通过合作对彼此的作品互评互改，分享写作成果。

因此，笔者认为修改的>-j惯应在小学中段开始培养。具体的目标为：能够根

据提供的写作修改清单，修改自己与他人的作品，最终达到养成修改>-7作的习惯。

(二)能写一个童话故事

一个童话故事的最低标准是：

1．故事的主题明确，结构清晰，符合逻辑。

2．故事的情节跌宕曲折，基本具备渴望、困难、行动三要素。

3．故事的结尾有一个问题的解决或是新的体悟。

三、小学高段童话作文的教学目标

如果说第一、第二学段的写作教学目标充分体现出“先放后收”理念的“放”

的一面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到了第三学段就需要逐步强调“收”。不过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个“收”是从“为什么而写”(情操、价值观、情感上的目标)

的角度出发而做出要求的。童话写作是为了表达自我情感，那么如何能让自己的

表达感人就是童话写作教学的收口处。这个最终目标是，能写一个感人的童话故

事。所谓“感人的童话故事”应该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学会童话的基本表达技巧，如反复法、夸张法、巧合法、象征法等。学

会这些基本的表达技巧，让童话的故事更有吸引力。

2．学会细节的描写，如心理描写、动物描写、景物描写、外貌描写等等。

增强童话故事的真实感，有利于让读者走进童话故事，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

根据上述童话写作教学的目标，笔者拟了一个小学童话写作教学具体安排表

见表4．1。

表4．1童话作文教学安排表

学段 年级 童话作文教学内容 目的

小学 小巴掌童话：创编绘本；改写故 唤醒生活体验，培养想象
二年级

低段 事 能力

小学 三年级 围绕一个主题；结构清晰；逻辑 培养修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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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 合理

四年级 童话情节、对话专项训练 指导写作方法

小学 五年级 创编童话 会用想象语言表达情感

高段 六年级 童话创作技巧专项训练 指导童话写作表达技巧

第二节创设童话作文的写作情境

学生不会写作，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内容写，而是因为写作的内容离学

生的生活太远，学生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学生没有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现

有的写作经验”与写作内容之间的存在的差距太大。所以，从学生的写作兴趣考

虑，创设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的写作情境。因此，童话作文教学应注意丰富童话

写作内容、创设形式多样的写作情境是提高学生童话作文质量的主要途径。具体

而言，创设写作情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基于生活感知

生活感知为起点的写作情境，就是“童话习作的入门练习，睁开眼睛‘看’

世界，记录生活中的声音，用嗅觉感知世界，展开想象的翅膀。”n1比如，视觉

相关的可以观察窗外的景物、家中的摆设，听觉相关的可以设计写声音或是音乐

引发的联想，等等。洪汛涛认为：“人由视、听、嗅、味、触而产生种种幻想。”

也1幻想是儿童的天性，童话作文最重要的特性也是幻想。因此基于幻想的童话作

文内容必然是儿童乐于接受，喜欢尝试的。

二、基于儿童游戏

游戏性，是童话的特征之一。并且游戏也是儿童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儿

童来说，一切都是游戏。他们的人际交往、世界认知都是在游戏中开始。“游戏

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游戏。”口1因此，基于学生的生活游戏设计写作内容不失为

一个很好的写作设计路径，如“摆玩具编童话”、“玩电脑游戏编童话”等等。

三、基于经典童话

相信每一个学生的童年都是伴着童话而长大的，尤其是经典的童话如《格林

童话》、《安徒生童话》等更是他们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然而，很多经典童

话由于年代久远，其中的大部分细节都和我们现代生活有一定的差距，还有一部

【1】施民贵，童话习作：开发儿童幻想力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69
【21洪汛涛，童话学通论嗍．接力出版社，2011：120．
【3】朱永新，朱永新教育小语【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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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故事讲得不尊重细节，或是有一部分故事的结尾不够理想等等，相信小学生

读这些故事时，一定有很多自己的奇思妙想。事实证明，很多优秀小说都是从童

话故事或经典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教师可以把经典童话当作素材宝藏，让学

生按照自己希望的故事结局来改写它们，并从中娱乐自己获得创作的快乐。比如

改写《小红帽》，把小红帽放在现代社会，假设她有手机、会上网，那么故事又

将如何发生?

第三节关注童话作文的内容和技巧

童话作文的表达策略，是指学生在写童话作文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写作方法。

另一方面，很多小学生也提出，希望童话作文的写作内容与方式能够多样化。根

据童话作文的创作特点，本节将从童话写作的内容和技巧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指

导策略。

一、引导想象童话内容的策略

(一)自由写作法

在提笔写作的时候，作者的脑子里经常会有很多始发地打架，造成思维混乱，

从而不知从何写起。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拿起笔来，不管语言是否通顺，

表达意思是否明确，只管不停地写——即我们所说的自由写作。笔者认为进行自

由写作训练的最好方式就是看图写童话故事。教师可以提供半张、一张或几张图

片，让学生围绕图片上的内容自由写作，要不停地写，想到什么写什么。写完以

后，花几分钟读一下，再做简单的修改。

(二)脑力激荡法

脑力激荡法，又称头脑风暴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流行。一般用于写作

活动之前，教师抛出一个问题或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如，如果你的宠物离家出走

会是因为什么?它出门后会遇到什么困难?又如，创造并描述一种混合型动物。

例如，这是一只乌龟兔(它是由乌龟和兔子结合而成的)，那么什么是虎鼠?什

么是兔象?等等。学生以小组讨论或是集体讨论的方式，在讨论中进行思维的碰

撞，畅所欲言、集思广益。

此外，在施行时一定要注意教师在一旁不需作过多的解释和提示，鼓励他们

大胆地将个人的意见和想法表述出来，尽量引导他们说清楚。

(三)“一字开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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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开花”取字于同名的文字游戏，即任意选取一个字，如“一"，由此

可以开出许多花朵：“一个”、“一人”、“一呜惊人”、“一生一世”⋯⋯

等等，可以举不胜数的词汇。“一字开花”法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发展学生的

联想思维，编写童话。

方法之一，通过一个字不断地联想扩展成多个词语花朵，作者在众多花朵中

选用两个词语，构建因果联系后编成童话故事。

方法之二，例如“给”字，注意“g否i”，再分别把每个字母作为开头，组

成一系列的音节，然后将音节组成不同的词语，并选择其中几个词语通过想象编

成一个童话故事。例如选择“钢”、“恶”、“妖”组成词语“钢铁”、“恶魔”、

“妖人”，然后将这三个词语自然地联系起来，编写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

这个方法的关键是选词，选词时应尽可能地选用表示名词或动词，以便确定

故事的主人公和主要情节的冲突点：在编写时，还要注意用词的顺序，可以顺序、

倒序，也可以乱序。

二、指导构思童话内容的策略

(一)故事路线图法 ．

在写作的时候，可以给自己的想法画一张路线图。把故事用图形的方式展示

在眼前，对于童话故事的创作特别有帮助。它让学生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即使

因为偶尔要发散开来写一个次要情节，也能根据图画回到既定的故事上来。利用

这种形象性思维的画图法可以大大提高小学生完成一个完整故事的成功率。如：

练习：u1写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先给它画一个故事路线图。然后参照你画

的图把故事写下来。

1．画一条河，给它画出几个弯曲的地方。

2．在河的不同地方画上三个点，作出标识，比如A，B，C；河这边为A，

河中间为B，河对岸为C。

3．给每一个点一个情节，在旁边简单标注一下。

4．在其中的一个点上画一匹小马，作为开始叙述的点。提醒一下，你不必

画得太漂亮，自己知道它是匹马就好了。

5．然后用一条线，从小马所在的点开始，把三个点连起来。如果你选择中

[1]该练习改编自《一张故事路线图》，白铅笔编著．写作魔法书妙趣横生的创意写作练习[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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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一个点作为开始叙述的点，那肯定有一条线是要往回走的，这就是一段倒

叙，回忆刚刚的经历；还有一条线是往前走的，那就是顺叙讲故事。

6．用15分钟时间，从小马所在的点开始讲故事，一直讲到最后一个情节

点。

(二)摆玩具法

玩是儿童的天性，孩子都是在玩中长大的。一个布娃娃、沙堆、树叶，加上

两三个孩子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家庭”玩起过家家；几辆玩具车、几个士兵小人

就可以进行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简单的玩具都可以让孩子玩得忘乎所以，不

亦乐乎。而在这个玩玩具的过程中，学生把所说、所做、所想记录下来，通过适

当的加工与润色，如玩具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什么?这些事情

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又是什么?等等。想清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地编成一个童

话故事。如：

练习：Ⅲ

请你拿出几个玩具，和同学或家长在一起玩，玩的时候大家要尽可能地发

挥想象力，让玩具“角色"充分地“活动力，大胆地“说话’’。最后请你根据

玩的情况编写一则童话故事。

三、指导表达童话语言的策略

语言与对话是童话类想象作文里精彩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文章的主角身上个

性鲜明的语言特点与情境相符的对话形式都能从下面表现人物角色，为饱满情节

做贡献。童话作文因充满幻想性与虚构性，其语言表达手法也比较独特，如其比

较常用的方法有：夸张法、拟人法和假定法。

1．夸张

是童话表现幻想的重要手段。童话的夸张就是对事物进行过分的描述，以强

调、突出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但童话的夸张，无论怎样放大、变形，还是必须

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要合乎事理的逻辑。

2．拟人

就是把人类之外的各种生物，无生命的事物乃至抽象的概念人格化，赋予它

们以人类的思想、感情及言行，甚至人的形态。拟人是童话作品中最为普遍的一

【l】施民贵，童话习作：开发儿童幻想力I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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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手法。运用拟人手法创作童话必须把握好“是人又不是人”的原则。

3．假定

运用假定也有一定的原则，必须以生活为基础，列举出童话作品中假定的异

物、异事、异地。

此外，设置故事情节、场景描写、对话描写、人称转换等表现手法，也是表

达童话作文情感的有效手段。

虽然上面提到的表达手法，在阅读童话时会常常遇到，但学生读到并代表就

一定会运用到自己的童话作文中。因此，童话作文的教学自然不应缺少这类表达

技巧的指导与训练。这些表达手法教师可以在指导写作过程中通过修改清单或写

作任务的布置来强调，也可以在了解学生童话作文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

择某一表达手法进行专项的技巧训练。

第四节强化童话作文的评改

我们目前的童话写作课堂上，很多语文教师都把对学生的写作指导重点放在

习作前的想象写作内容上，而学生具体写作时则完全地放任学生去写。语文教师

几乎很少在学生写作过程中提醒学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学

生写完作文之后，语文教师所做的就是给作文打分数并附上几句评语，做得好的

老师还会在学生中读几篇范文，仅此而已。这样的写作教学指导忽视了学生的写

作过程，致使很多学生能很好的讲童话故事说却写不出来。

反观其他国家的创意写作教学，美国的创意写作课就特别重视写作的整个过

程，教师在写作中步骤有序，且非常的详细周密。在董菲菲的《全景搜索：美国

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一书中提到，美国的创意写作中常常借助修改清

单完成写作教学。

一、修改清单的内容

修改清单就是根据这一次写作的任务列表，包括写作内容、表达方法、写作

策略等方面的要求而制定的评改清单。通过这一系列要求的罗列，供学生自检或

互评，以此修改和完善学生预写作完成的作品。修改清单的“运用让学生明确作

文要求，学会评论他人的写作，修改自己的作文，更重要的是在完成写作的同时，

学会了写作策略。”Ⅲ修改清单的内容应包括如下五个部分。

[1]董蓓菲，过程写作法·作文清单·写作工作坊——美国过程写作法概览[M]．2014：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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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头和结尾

——第一段(第一句话)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吗?

——开头和结尾匹配吗?有没有伏笔?

——结尾有没有一种问题被解决的感觉? (主人公发生转变／新的含义出

现?)

2．人物塑造

——人物形象突出吗?你能让读者读一遍就说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吗?

——对话内容能否加强人物的性格特点?

——对话是否有助于故事的发展?

3．童话特征

——有没有运用反复／反衬／彩线串珠法?

——主人公是否有一个强烈的目标?主人公是否有克服危机的行动?

——写作内容是否取自你的生活?

——这是谁的故事?

——以什么视角讲述的?

4．主题和内涵

——主题是什么?

——有没有混乱?作者的思路清晰吗?

——为什么这个故事是重要的?

5．编辑

——题目(标题合适吗?能抓人眼球吗?)，

——篇幅(太长?太短?)

——句子和段落(分段是否正确?句意是否表达完整?)

——用词是否恰当?

——一致性校对，标点，字形

二、童话修改清单的样例

修改清单可以根据不同的修改对象分为自我修改清单和伙伴清单。目前，我

国的写作教学中也已经开始引用修改清单，运用修改清单修改童话作文的教例也

偶有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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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修改清单样例——以某三年级童话清单为例Ⅲ

文章g

1．故事开头是否哕嗦?能否引起读者兴趣使其继续读下去?

2．故事中是否描述事件的冲突?

3．对话描写是否突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4。结局是否有解决问题或是含有一个新的体悟?

5．童话的篇幅安排合适吗?分段是否合理?

6．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你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写的?

7．是否将一个元素重复利用三次?

8．主题是什么?

语言：

1．故事中的句子是否通顺?

2．描写对话时是否运用了合适引用词?每次对话的内容是否都有双引号?

3．一个意思写完，是否用了句号?

4．是否有直接描述有趣和重要的情节的句子?

(二)伙伴修改清单样例乜1

相比修改自己的初稿，小学生更喜欢给别人挑毛病。利用学生的这一特点，

可以在自我修改的基础上，进行小组修改，并设计伙伴修改清单的问题见下文，

小组成员根据以下清单的框架对每个人的童话故事初稿进行填写。初稿的作者再

根据小组的建议和反馈修改自己的童话故事。

1．我明白你想告诉我的是：

2．我喜欢你文中——段落的部分，理由是
3．读了你的文章，我不明白的地方是：

4． 我给你的建议是：——

[1]根据《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中的修改清单改编．董蓓菲著．全景搜索美国语

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5．

【2】根据《我们这样教作文》中的伙伴修改清单改编．景洪春主编．我们这样教作文[M]．济南：济南出版
社．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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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小学童话作文实践案例——以小学三年级的一节童话作

文课为例

笔者为了验证本文的可操作性，根据以上的童话作文教学理论，亲自设计并

执教小学三年级的一次童话作文课。本节主要按教学的实施的过程从学情分析、

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实施教学设计四个部分。

第一节研究学情

学生的基本学习情况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设

计教学环节的重要依据。在试教前，笔者对该班学生的童话写作情况进行调查，

通过教材、学生作文及教师教学三方面的了解，对其学情分析如下。

一、教材情况分析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思维处于表现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转变过程，学生有能力写

简单的、完整的童话故事。此班学生的语文教材是人教版，该版三年级的语文课

文内容多是童话体的小故事。这一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所读的童话归纳童话的传

统主题，学习童话故事展开的基本特点及要素。

二、学生作文情况

为了解该班学生写童话故事的基本情况，笔者以来该班近期月考时写的童话

作文(详文见附录三)进行研究。经分析发现，该班学生大部分都能围绕一个中

心思想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是其童话作文的主题却比较单一，都集中在

找朋友、动物比赛上。此外，除了故事的主人公是动物外，其他的情节设置与一

般的记叙文并无多大差别。

三、教师教学情况

笔者与该班语文教师的交谈中了解到，该班写童话的次数虽然不少，写作指

导的侧重却一直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而童话特征性的写作手法和写作过程的指

导很少涉及。据教师反映，在童话作文课堂中，常常有同学在课堂上口头创作的

童话故事很精彩，但是写出来的童话作文却严重走样。

综上所述，该班学生的基本写作能力不错，但是其童话作文没有童话特征。

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对童话作文的文体特征认识不清，缺少适当的童话作文写作知

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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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确定教学目标

作文教学，教师应找准一个点即教学目标，它既是教学的切入点，又是教学

的发展点、创新点。小学三年级处于小学中段，是训练童话写作的主要年段。根

据笔者在第三章中童话作文阶段目标的论述，小学中段童话作文课的教学目标

为：

1．能根据图片内容进行合理的想象，编写一个童话故事

1．能独立写一个结构完整、有童话特征的虚构故事

2．能借助修改清单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写成一个情节曲折，引入入胜的童话

故事

综合本班学生的学情以及该段童话作文教学目标，笔者确定本次童话作文的

教学目标为：

1．通过演绎法学习经典童话的经典主题，依据童话要素表复述童话故事并

掌握童话故事的基本要素。

2．能通过童话要素表、自我修改清单、伙伴修改清单完成一个完整的、有

童话特征的虚构故事。

第三节选择教学内容

一、教学内容

笔者在小学六年制的整体考虑下，认为小学中段可以进行两种方式进行童话

作文训练。第一类是看图编童话故事，即教师给出一幅或多幅图画引导学生对图

画进行合理的想象，并编成一个童话故事。另一类是写完整的童话，这一目的是

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会从整体上构思、布局，写一个结构完整、有童话特征的童话。

前一种方式更多的偏向想象力的发展，而后一种方式则更多偏向于书面表达能

力。

综合学生情况与此次写作教学目标，笔者选择教学内容为：基于经典童话的

主题阅读，归纳出几个童话经典的童话主题。学生选择一至两个感兴趣的话题，

写一个结构完整的童话故事。具体的教学内容是教师通过学生读过的童话总结童

话的主要主题，通过复述故事、填表讲故事等方法让学生掌握童话故事的构成要

素。让学生有一个写童话故事的整体意识，并且能写一个结构完整又有童话特征

的虚构故事。

43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小学童话作文实施案例

二、教学重难点

学生对童话体裁并不陌生，学>-7并掌握童话主题与童话故事的要素并不是难

事。本节课中的难点应该是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依据伙伴修改清单共同修改作

文。学生比较熟悉教师的权威来评改作文，此次把评价作文的权利交给伙伴，对

于学生的合作能力与沟通能力是一个挑战。教学重点是提供适当的指导，让学生

完成一次创作童话的成功体验，并树立写故事的整体意识与主题意识。

第四节实施教学设计

依据以上两节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设计并执教了一堂童话创编

课。本节作文课的教学设计如下。

【教学目标】

1．通过演绎法学习经典童话的经典主题，依据童话要素表复述童话故事并

掌握童话故事的基本要素。

2．能通过童话要素表、自我修改清单、伙伴修改清单完成一个完整的、有

童话特征的虚构故事。

【教学重难点】

教学难点：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依据伙伴修改清单共同修改作文。

教学重点：

帮助学生完成一次创作童话故事成功体验，并渗透童话故事写作的整体意识

与主题意识。

【课型及课时安排】

课型：写作指导课

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主要引导学生写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

第二课时主要通过修改清单修改并完善自己的童话作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课前作业：重读5个你读过的童话，并推荐2个你最喜欢的童话故事，写下

你喜欢的原因并介绍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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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导入

通过总结学生的课前作业中喜欢童话的原因，引出每个童话都有一个核心的

主题。

二、学习童话的主题及构成要素

(一)演绎法学习童话主题

1．教师列出传统童话的主题

2．经典童话与主题连线

出示童话篇名(课前收集好的学生最喜欢的几个童话)，与童话主题表中的

7个主题连线。

(二)填表法梳理故事要素

PPT出示童话故事要素表

童话故事要素表

童话主题

主人公

配角

情境(时间、地点等)

主人公的愿望

实现愿望的阻碍

实现愿望的方法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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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1。学生根据童话要素表复述童话故事

2．选择一个童话主题，梳理自己的童话故事要素

三、创编童话故事

1．教师提出写作任务

写作任务：

(1)写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

(2)一气呵成，不用考虑用词、标点的正误

(3)童话故事中要包含童话故事要素表中的所有要素。

2．学生按照写作任务写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

第二课时

一、谈话导入

师生共同回忆上节课学习的童话的主题和要素，共同协商作文修改的评价标

学生根据修改清单的要求独自修改童话初稿。

三、互改童话

1．师生共改童话初稿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小学童话作文实施案例

教师选一个同学的童话初稿，让全班同学围绕伙伴修改清单对他的初稿进行

提问。

通过这一环节的提问，让学生学会站在读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文章，同时给

同学们示范如何通过小组合作，运用伙伴修改清单修改童话初稿。

2．小组合作，根据“伙伴清单”互改童话作文

3．组内修改建议调整，定稿

四、分享童话

每个小组推荐一个最好的童话作文，在全班朗读。

五、课后作业

小组合作的形式把课上推荐的童话作文改成童话剧，并能分角色表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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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需要创新型人才。创造性思维已经成为当今选拔人

才的首要条件。童话作文作为最具幻想力的儿童文学体裁，符合当今时代的需求，

符合学生的写作心理。因此，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童

话作文教学不但能够保护儿童童真、童心，留住儿童的宝贵的童年，还能通过写

童话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童话

作文教学时，不但要注重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教会学

生怎样通过笔端表达出儿童心中的童话故事。

童话教学作为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线的实施得到了师生

的欢迎，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童话作文教学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许

多之前被忽视的薄弱环节也被暴露出来。笔者发现童话作文的大多数研究还停留

在一线实践的试误层面，从理论层面的论证只零星：分布于期刊论文或是硕士论

文的段落中，没能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本文从童话作文教学的概念入手，阐述了童话作文教学的相关理论，通过问

卷调查法具体地分析了当下童话作文教学中教与学两方面的现状。经调查数据的’

分析与汇总得出，当前童话作文教学的理论还不够健全，没有一套可操作性的案

例指导一线教师，致使小学语文童话作文教学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据此，笔者

从童话作文教学各阶段教学目标、写作情境、写作内容和写作技巧的相关知识和

写作评改四个方面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指导建议，力求弥补童话作文教学在理论层

面上不足。最后，本文以三年级的一次童话作文教学为例，为一线教师提供一个

小学中段童话作文的实施案例。希望此文能为童话作文教学的有效实施尽一份

力，也为一线语文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教学的实际经验不足，这次对小学语文童话作文教

学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对于国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缺乏利用和整合，理

论性不够强等等。笔者希望以此文为引玉之砖，诚望学界重视童话作文教学。不

足之处还恳请有关专家批评指正，以便笔者在这一领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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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小学童话作文教学问卷调查(学生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童话是你的老朋友了，她陪伴你度过了无数个欢乐的时光。我们再来

关注她一下好吗?你在学习童话时有过什么想法、碰到过什么问题吗?请你用一

颗纯真的童心说出你的心里话吧。谢谢你!一点都不难哦!相信你是真棒的!动

笔吧!(爱心提示：请在你认为正确选项后的括号内打上“√”；在横线上填

写文字。)

1．你喜欢童话吗?

A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

2．你喜欢读童话，主要是因为(可多选)

A获得知识( )B感到有趣( )C接受教育( )D提高阅读能力( )

E丰富想象力( )F提高写作能力( )

3．你觉得童话作文的写作方法与其他文体相同吗?

A有很大不同()B有一点不同( )C没什么不同( )

4．你认为童话作文与作文的写法有区别吗?

A有很大区别( )B有一点区别( )C没区别( )

5．你在写童话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没有( ) B编不出有趣的故事( )

C有故事但写不出来( )D不知道写什么( )

6．在写作童话时，你最希望得到那种帮助?

A表达方面的指导( )B在写作内容上的指导( )C写后的点评( )

7．你觉得在课堂上写童话的次数需要增加吗??

A需要( ) B不需要( )

同学，还顺利吧。谢谢你的回答!感谢童话，让我们成为好朋友。祝你学习

进步，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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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小学童话作文教学问卷调查(教师卷)

敬爱的老师：

您好!

我们是杭州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份关于小学语文童话作文教学的

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您在童话作文教学实施过程中的真实想法、做法以及您对童话作文教

学的具体建议。本调查仅供教学研究用，没有正确答案，不会给您带来任何不便。真诚地期

待您真实的回答，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您的基本资料：

教学地区(市／县) 性别 教龄 职称 现教年级

1．您认为小学生的童话作文教学重要吗?( )

A十分重要，可以提升学生的想象和表达能力

B可有可无，学生没有教师指导也能写得很好

C考纲规定的内容只能认真学习

D毫无益处，又不是要培养童话作家

2．您认为童话作文教学应在哪些年级开展(可多选)?( )

A一年级 B二年级 C三年级

D四年级 E五年级 F六年级

3．您认为童话作文能培养学生下面的哪方面的素养(可多选)?( )

A想象力B记叙能力 C表达能力

4．您认为当前童话作文教学中教师最迫切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可多选)?( )

A童话理论知识的学习 B具体操作方法

C儿童心理学的想象知识 D童话的写作能力

5．您觉得有关童话及童话作文理论的书对您开展童话作文教学有用吗?( )

A非常有用 B有一些用 C用处很少 D根本没用

6．您自学过或认真阅读过有关童话作文理论的书或资料吗?( )

A看过不少 B看过一些 C看得很少 D几乎没看过

7．您认为，在写作课中需要教授学生一些童话的写作技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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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常有必要 B可以有意识地渗透一些

C完全不需要 D看学生情况，基础好就不需要

8．指导学生必要写作技巧的时间： ( )

A 不需要 B 5分钟以内 C 5-10分钟 D其他——(请注明)
9．引导学生想象的时间： ( )

A lO分钟 B 15分钟 C 20分钟 D 30分钟

lO．学生课堂写作的时间： ( )

A 5．10分钟 B 10．15分钟

C 20分钟 D看具体的情况，没时间就课后写

11．您是否有系统的童话作文教学计划?( ) A有 B没有

12．对于童话作文教学目标您是否非常明确?( )A明确 B不太明确C不明确

13．您评价童话作文的重要标准是( )

A 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

B有童心，只要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就好

C，有想象力，想象奇特、新颖

D其他 (请注明)

14．您在童话作文的教学中一般会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来教学呢?或者您身边其他教师在进

行童话作文教学时有哪些好的教学方法?(如传统写作课；讲评课的形式；读绘本，仿写

句子；读一本童话书，仿写结尾等等)

15．您在实行童话作文教学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6．您对小学生的童话写作教学的价值有哪些个人的见解或建议，可以谈谈吗?

闻卷完成，再次表示对您的感谢!祝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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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三年级学生月考童话作文示例

习作要求：我们用下面这些词，编一个童话故事，题目自拟。注意语言通畅，字

数250字左右。

小鸡 长颈鹿 小鸭 大象

作文1：小鸭的浴缸

小鸭的爸爸买了一个非常大的浴缸，小鸭知道了，每天洗一次，那泡泡就像

一串串珍珠，手指一碰，泡泡就破了。

这一天，小鸭带着它那又宽又大的大浴缸，来到草地上，小鸡、大象、长颈

鹿，正好路过，它们看到小鸭有这么一个大的浴缸，就跑过来说：“小鸭，小鸭，

我们能不能也进来洗一洗?”小鸭说： “不行，这是我的大浴缸，只有我能洗，

你们还是走吧!”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和小鸭一起玩了。孤单的小鸭没什么玩的，

伤心地对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和我玩?”爸爸说：“你这样自私是没有

朋友的。”听到这里，小鸭向他的朋友们道歉了，并约定下次一起去浴缸里玩耍。

这样他们又成了朋友。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样才能使别人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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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2：学游泳

一天，小鸡和小鸭在河边玩耍，它们看到大象还有长颈鹿。

小鸭喊道： “大象，长颈鹿来游泳吧，好呀!大象和长颈鹿说。

它们一起来到河边，一起游泳的时候，小鸡脸红的说：“我不会游泳，没关

系，我们教你，你学。 ．

它们先学了蛙泳，像青蛙一样在水里游，小鸭先示范给小鸡看，然后又让小

鸡自己像自己像青蛙一样游，小鸡觉得游泳真好玩。

接下来，小鸡学了狗刨式，但小鸡学得很用心，终于学会了。

于是小鸡和大家快来的一起在河里游了起来。

只要肯努力，一定会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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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3：打败的大灰狼
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小鸡叫大家5去野餐。

大家走啊，走啊，走到了一片花草树木长得十分好的地方就坐了下来。小鸡

问小鸭： “你带了什么吃的?”小鸭说： “我带了蘑菇、萝I、、白菜和水果。”

这一句话正好被大灰狼听见了，它眼睛一转想出了一个十分好的办法，大摇大摆

的走进小鸡野餐的地方，它说： “小鸭兄弟，你能去池塘边一下吗?”小鸭说：

“好的。”大灰狼一听，开心得喜上眉梢。小鸭说： “可以带大象叔叔去吗?”

大灰狼说：“不行。”小鸭感觉大灰狼要吃掉自己。所以就说：“大象叔叔你能

偷偷地跟在我后面吗?”大象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小鸭就跟大灰狼走

了。大灰狼和小鸭走到池塘边，突然，大灰狼一不小一0掉到了池塘里，小鸭急得

跳来跳去。忽然长颈鹿姐姐把头伸过去，大灰狼爬上来，它到了岸就跳到小鸭身

边说：“我要吃了你。”

这时候大象出来了，把大灰狼打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轻信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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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4：选美比赛

选美比赛开始了，小鸭入选了前三名，

可是好景不长，选美比赛的决赛就要开始了。总决赛是要穿礼服的呀，小鸭

不会做礼服，只能拿着白裙子愁得直跺脚。长颈鹿见了，表示会帮它，小鸡也不

例外。夜晚，小鸡拿着鲜花、花瓣、装饰品，悄悄地来到小鸭家中，把鲜花、花

瓣、装饰品点缀在裙子上，做完这一切后，它美滋滋地想：“小鸭一定会穿着礼

服当上冠军的!于是它悄悄地离开了。小鸡刚走，长颈鹿就蹑手蹑脚地拿着画笔

来了，他要把颜色画在上面，于是，

它一手拿着裙子，一手拿着画笔，画了起来，很快它画好了，他想： “我给

小鸭子画得一定很美丽!它一定是选美冠军!做完后它悄悄地离开了。可是。转

身被小鸭的哭声吵醒了。“怎么了?”两个好友问。“看!”小鸭把礼服拿出来，

他们一看，大吃一惊，礼服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两个好朋友吵了起来，小鸭哭

的更凶了起来。大象爷爷走来：“怎么了，于是两个好朋友争着把事情的经过告

诉了大象爷爷，大象爷爷听了之后问： “你们还愿意帮助小鸭吗?它们点点头，

于是大象爷爷给它们分配了工作，很快漂亮的裙子就做好了。转天，小鸭穿着漂

亮的衣服登上了选美的舞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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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5：同学会

一天，小鸡、小鸭、长颈鹿、大象聚在一起，开了同学会。

首先是大象发言：“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开个同学会，好好玩，好

好聊，不要吵架。”大象讲完了，有人喊：“好!”但是其他人却响都不响，好

像对大象不尊重，不过大象也不介意，第二个是长颈鹿，长颈鹿说：“大家聚在

一起也不容易，说句公道话不就是开个同学会，有什么好吵架的，今天就随便玩，

把这里当家就好了。”说完，场下一片掌声，连声说好。第三个讲的是小鸡，小

鸡说：“这才同学会，我本来是不来，因为他们一定要我来捧个场，我就只能来

了。”小鸡说完，场下一片安静。最后一个是小鸭，小鸭说：“同学会，我是被

推选出来的，所以我本来不能发言，但他们规定一定要发言我只能发言了。”场

下的人在小鸭讲到一半都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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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6：小鸡找家

在森林里，小鸡和家人们生活得很开心，可是有一天，顽皮的小鸡走失了。

正在野餐的长颈鹿、小鸭和大象问了小鸡的情况，决定帮小鸡找家。大象说：

“我们只走来走去不是办法，这样，你坐在长颈鹿头上吧!”对、对、对!”长颈

鹿边说，边蹲下来，让小鸡坐上来，小鸡坐上长颈鹿头上，望得可远了呢!“怎

么样呀，看到家了吗?”小鸭迫不及待地问：“看到了!”小鸡说，大家听着小

鸡的指挥，向着小鸡家的方向走去，走呀走，走到家f-：I口，遇到一条河小鸡不会

游泳，这可怎么办呀，聪明的大象说： “让小鸭背着你过河好了，我和长颈鹿先

走了，我们还有事。”刚说完，小鸭就马上背上小鸡，过了河，到了家，小鸡很

感谢小鸭，它让小鸭转告大象、长颈鹿，小鸡很感谢他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乐于助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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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7：森林里的比赛

今天是森林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比赛开始了，运动员各自准备着开始比赛，等长颈鹿发炮，我们先看谁参加

了比赛，小鸭，小鸡和大象，这场比赛应该很激烈吧! 比赛开始，运动员们你

追我赶，争着要得第一，观众们热烈地呼喊着，现在大象领先，就快到终点了，

事故发生了。小鸡一不小心就掉到大水坑里，大象停下了脚步，跑到大水坑旁说：

“小鸡，我用鼻子救你上来，你可要抓稳了。”好的，好的。”这时，小鸭已经

到了终点说： “这个笨蛋，连第一名都不要了，第一名，归我了，哈哈!小鸡被

救上来，继续开始比赛，第二名第三名也到了。颁奖仪式过后，小鸭非常得意，

胸脯上挂着金牌，可大家没有为他欢呼，而是围着大象和小鸡，小鸭老是想不通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学>--j大象乐于助人，别人遇到困难时，要主动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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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8：交朋友

丛林里，住着一只漂亮的小鸭。她有雪白的身体，美丽的头顶上有几支黑色
的大羽毛。它总是爱到河边玩耍、嬉戏。

有一天，她正在河边玩耍的时候，突然有一头大象从丛林里窜了出来，小鸭

从未看到过这么庞大的动物，想和它交个朋友。

没过几天，他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它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在河边嬉戏。后

来，他们觉得种吃的东西比玩耍更好。

第一天，它们种了青菜。正在吃的时候，忽然看见远处有一只小鸡，饿着肚

子走来，他们看小鸡那么饿，就决定帮助他，还跟他交了朋友。

第二天，长颈鹿看见他们在吃东西，迫不及待地想吃，就说：“我能跟你们
交个朋友吗?”“行!”他们说。

就这样，四个，J、动物成了好朋友，以后他们都不会饿肚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