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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创作”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结题报告  

长沙市开福区黑石渡小学课题组  

 

    一、课题研究背景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的开发和

实施已经成为课改的亮点之一。2005年�我校在校本课程开发中�

尝试开设了《童话创作》这一科目。实践中发现它虽说是语文课程的

拓展和延伸�但又不同于国家级学科课程�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教材�

更不可能有统一的内容和进度。它是以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

以及可利用的开发资源为基础�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和学校特色的一

门学校课程。那么学生需要怎样的课程�我们做过一次问卷调查�从

《选择你喜欢的校本课程》调查结果看�55%以上的学生喜欢童话故

事�喜欢自由写作。看来�学生喜欢童话�喜欢想象�这是符合孩子

心理特点和个体需求的。但是�从平时的语文作文教学中我们不难发

现学生写作时总是缺乏创作素材�思路狭窄�毫无创意�在表达上无

的放矢�东扯西拉�行文不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于是�我们把校

本课程的开发锁定在“课程拓展”的开发方式上�依照国家教育部制定

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和幻想�鼓励写想象

中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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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些补充、细

化和提升。从校本课程“童话创作”入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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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学生潜在的想象力。在新课程的指引下�我

们提倡创新想象能力的培养�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们在重视作文的特殊能力研究的同时�还强调一

般心理能力的研究。他们认为�一般心理能力是发展语言能力的心理

学前提。因此�他们主张“两条腿走路”、既发展语言能力�又发展一

般心理能力�而关键是发展一般心理能力�即观察能力、记忆能力、

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一些发达国家都重视想象作文。在美国和加拿大�中小学作文

训练�语文老师命题一般只写明写作对象�指出一个写作范围�学生

的写作自由度很大�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美国�中小学作文

教学中有对学生写书编书的要求。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写故事�第

二步�根据故事画连环画�第三步�设计�第四步�贴上自己的照片�

写一篇自我介绍。让学生身兼作家、画家、出版家于一身�为的也是

开发学生的想象力。 

在国内�许多学校都进行过创造性想象作文方面的研究。像上

海青浦的朱家角小学�办起了《小童话角》校刊�让学生从二三年级

开始就编童话故事。上海的“听音响编童话故事”、我们湖南的藤昭容

老师及浙江金华的施民贵老师所进行的童话写作研究等�这些先例都

取得了相当好的教学效果。但从我们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来看�这些

关于童话创作方面的研究要么仅限于低年级�要么仅从某种单一的、



零散的教学方式或内容入手进行写作指导�缺乏一个以心理学前提下

发展学生想象和语言能力有机结合的完整体系�国内目前还没有系统

地进行童话创作校本课程以提高小学生写作水平研究的先例。 

3、研究意义 

�1�在小学中低年级建构一个完整的童话创作校本课程体系�

使对人文素养类校本课程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它不受地域的限制�具

有可推广性。 

�2� 从总体上看�目前小学作文教学质量仍不尽如人意。学

生缺乏想象力�写作视野不够开阔�写作没有灵感�没有创造。童话

创作校本课程的开设正是对这一缺陷的有力补充。 

二、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1、研究目标 

�1�探索童话创作校本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

和评价方式�形成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 

�3�激发学生对童话以及童话写作的浓厚兴趣�培养学生想象

力�使不同年级学生创造性思维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促进学生

写作能力的提升。。 

�2�    编写童话创作课程纲要�锻炼和提高教师课程开发的

能力�促进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 

2、研究内容 

�1�童话创作校本课程中低年级目标序列开发研究。 



�2�童话创作校本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的研究�童话创作课程

内容主要源于三条线索� 

A、语文教材中有一定比例的童话内容�我们可以从教材中挖

掘童话素材�进行延伸。 

B、选择学生喜爱的可供阅读欣赏的多种课外读本�如《格林

童话》、《安徒生童话》、《中外著名童话》等。 

C、现在的少年儿童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的生活体验是童话创

作的源泉。 

�3�童话创作课程的实施研究�探索童话课程教学策略。创设

情境�营造童话氛围�采用多种方式教学�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

如“童话节”等。 

�4�童话创作校本课程评价的研究�包括对课程本身的评价、

教师教学的评价和学生学业情况评价�我们主要开展对学生童话创作

的评价。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1、童话创作的理论依据首先是当代心理学。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脑可分为感受区�贮存区、判断区和想象区等四个功能部门�而人

们使用较多的是判断区�利用最少的是想象区�一般只开发利用了

15%的想象力。所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来开发利用好想象能力。 

2、世界名家概述。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亚里多德也说过�“没有想象�心灵就不会思想。”想象也是学生掌握

知识的必要条件。有了想象就能在脑海里再现不在眼前的事物形象�



就能在记忆表象的基础上创造出种种新形象�就能提高读写能力。有

了想象就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甚至广及天上人间、古往今来�

创造出种种现实图景和神奇幻象。 

3、新课程标准要求。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明确地规定习作的

任务�“要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激发他们展开想象和幻想�发

挥自己的创造性。”从学生的现实情况看�他们特别渴望“新”、“奇”、

“趣”的创作形式�渴望放飞想象的翅膀, 而童话创作是顺应小学生年

龄特点的有效方式。 

四、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 

  

五、研究思路 

我们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了解学生对校本课程的需求�用

调查法盘点学校课程资源�调查实验班学生的基本情况�用文献资料

法学习相关理论�课程开发知识、语文课程标准等�制定校本课程的

课程目标�采用行动研究法探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评价方法�用

观察法、个案研究法检测研究结果�为童话创作校本课程开发的合理

性和可行性提供验证的依据。 

六、研究过程 

�一�预研究阶段�2005.9——2006.4� 

个别老师申报了《童话创作》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

进行了初步探索。 



�二�准备阶段��2006.5—2006.12� 

1、成立课题组�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组织学习。 

2、进行实验前测�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童话创作及校本

课程的认识和态度�收集统计数据。用调查法盘点学校课程资源�调

查研究班学生的基本情况。 

3、学习研究后�初步确定了中低年级《童话创作》课程目标。 

�三�实施阶段�2007.3—2008.12� 

2006年 12月�课题组研究成员集中学习讨论�制定可行的研

究计划�并按计划开始实施。重点调整“童话创作”课程目标�斟选教

学内容。 

2007年 2--7月� 集中学习讨论�总结前段的研究情况�继续

按计划实施课题�重点研制校本课程《童话创作》课程纲要� 

2007年 9月起�探究童话创作教学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想象

和幻想的思维品质。 

2008年 9-12月�接受中期督查。完成阶段性总结。重点�研究

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的可行性评价。 

�四�总结阶段�2009.2—2009.4� 

1、进一步调整童话创作《课程纲要》。 

2、进行研究后测�收集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收集、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报告�申报研究成果。接受课题

专家组的终期评估鉴定。  

  



七、课题研究具体实施 

�一�研究确定“童话创作”课程目标。 

根据学生的需求�我们把校本课程的开发锁定在“语文学科拓

展”基础上进行�《童话创作》课程目标的制定�根据《语文课程标

准》及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拟定如下。 

                  中低年级“童话创作”课程目标 

年级 

课程目标 

一 

年 

级 

  

1、喜欢听故事、借助拼音阅读童话、寓言、故事等读物� 

感受阅读的乐趣。 

2、喜欢读故事、能简单地讲述童话�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介绍自己喜欢的童话人物和精彩对话。初步了解童话的表

现手法�拟人、比喻、夸张、幻想等。 

3、对写话有兴趣�能运用拟人、夸张等手段看图说故事、写故 

事�有一定的连贯性�想象合理。能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

词语、句子。 

  

二 



年 

级 

  

1、对阅读童话产生浓厚的兴趣�能自觉主动持久地阅读有趣的

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 

2、喜欢讲故事�能生动活泼地讲述自己感兴趣的童话故事�演

童话故事�。 

3、对编写童话有浓厚的兴趣�编童话故事有主题�情节曲折�

新奇有趣�故事的幻想性和叙事性能较和协地统一。 

4、在阅读和写作中开发思维潜能�训练创新思维能力能简要讲

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对话和精彩情节。精彩对话。 

  

  

三 

年 

级 

  

1、能自主地、有选择地欣赏有趣的童话�在阅读和欣赏中开发

思维潜能�训练创新思维能力。 

2、了解童话故事的特点,初步学习童话创作�把故事写具体、

写生动、情节曲折�的方法�分项练习人物语言、动作、心理描写�



环境描写�情节构思�修改润色等。了解童话创作的结构类型�如三

段式、循环式、对比式等。 

3、对编写童话有浓厚的兴趣�编写童话故事有主题�曲折新奇

有趣�故事的幻想性和叙事性能较和谐地统一。 

4、愿意将自己编写的故事讲给他人听�与人分享创作的快乐�

初步学习把故事改编成剧本。 

  

四 

年 

级 

  

1、有选择地阅读欣赏中外优秀童话故事集�养成每天读书报的

习惯。 

2、能够有创意地讲、演故事�进一步了解童话的创作技巧�如

从生活中吸取童话素材�童话中幻想与现实的处理�悬念、高潮的设

置等。 

3、喜欢创编童话�故事情节曲折、想象丰富�能写曲折离奇的

有主题的童话故事�感受想像、表达的快乐�初步学习写童话连载。 

4、愿意将自己编写的故事讲给他人听�与人分享创作的快乐�

初步学习把故事改编成剧本�通过动手制作道具、合作排练童话剧等

实践活动�培养孩子的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 

  



  

�二�童话创作的实施 

1、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训练�开发想象力。 

童话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搞好童话阅读教学�对

于提高童话创作校本课程质量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充分利用在语文

课上学习和掌握的阅读写作方法�每周一节童话创作校本课进行专项

训练�按计划有梯度地安排配套内容进行训练。通过欣赏童话、品读

童话的系列训练�给学生广泛的学习空间�培养想象能力�激发创新

意识。 

�1�扩大阅读 � 积累语言 

积累需要阅读�小学童话创作研究中始终贯穿阅读教学活动�

要让学生补充大量的课外读物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和想象力。我们提供

问卷调查中所得的学生感兴趣的、优秀的阅读材料�网络文学、电子

文学作品�与语文教材紧密联系的课外阅读材料。还要求家长给孩子

们征订了《小学生学习报》、《童话丛书》等书刊�同时开放学校图

书室�鼓励学生借阅图书。让学生多听、多读, 每一个学生都有专门

的积累本�阅读卡�、分项记录整理好词、佳句�自己喜欢的童话人

物及故事�读后感等。要求学生每天读一篇童话故事�为了提高学生

读诵的积极性�我们设计了《学生阅读评价卡》跟踪评价�见下表�。 

�2�观察事物�体验生活 

在孩子的眼中�世间万物皆有灵性�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

满想象的世界中。因此�我们充分利用春游、秋游、素质基地等活动



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和花鸟说话�与风儿嬉戏�跟动物交友�然后引

导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想象�把它们头脑中、心中产生的故事记录

下来。 

     2、童话创作的指导方式 

通过欣赏童话、品读童话、讲童话� 学生对童话有了深刻的理

解。如何训练学生进行创编童话故事呢�我们做了如下的尝试。 

�1�提供图像�想象写话。 

我们主要是利用有童趣的动植物图画�让图画中的动植物的生

活场景在学生头脑中转换为自己的生活场景�让学生带着生活体验想

象画上的故事。当学生有了一定基础�再提供不完整或不连续的图画�

让学生想象开头、中间或结尾�补充成完整的故事。最后�还可提供

单幅图给学生编写童话故事。这样循序渐进�逐渐增减难度�扩大学

生创造性想象的空间。 

�2� 结合课文�仿写童话。 

 结合课文�我们采用“扩”、“改”、“仿”、“续”等方法训练学生

学生的创造性想象能力�编写童话。 

     “扩”�即扩写教材中的童话课文�把原来写得比较概括的地方加

以扩展、补充。比如�《丑小鸭》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哥哥、姐

姐咬他�公鸡啄他�连养鸭的小姑娘也讨厌他。丑小鸭感到非常孤单�

就钻出了篱笆�离开了家。”这里写得就比较概括�“哥哥、姐姐咬他”� 

“公鸡啄他”�“连养鸭的小姑娘也讨厌他”以及“丑小鸭离开家”时的情

景是怎样的呢�可以启发学生想象�然后写下来。 



     “改”�即改写�或改变人称�或改变主题�写成幻想型作品。比

如�学了《丑小鸭》�让学生设想�假如你是丑小鸭�你遇到了丑小

鸭遇到的一切�你的心情如何�你会怎么做呢�试写童话《我是丑小

鸭》。又如�在所有的童话作品中�狼几乎都是扮演着凶恶的角色�

狐狸都是狡猾的�在学了有关课文后�启发学生想一想�他们会不会

在什么情况下改邪归正呢�试着编出狼和狐狸改变形象后的故事来。 

 “仿”�即仿写。学了《骄傲的孔雀》�也可以启发�小猫、小

狗或者小公鸡或者其它什么小动物都各有什么长处�它们在什么情

况下也会骄傲�骄傲后会有什么表现�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试着编

写故事。 

     “续”�即续写。比如《狼和小羊》一文以狼“龇着牙”�“往小羊身

上扑去”为课文的终结�那么�狼扑向小羊后有几种结果呢�让学生

充分想象�续写下

去。                                                                                                             

 �3�提供材料�创编童话 

比如抓住各种文具、电器等事物的作用及特点编故事�如蒋老

师设计执教的《——里的悄悄话》、《书包村里的故事》等等�都给

孩子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创编出了精彩的童话故事�谭雅钰同学的

《书房里的悄悄话》刊登在全国优秀期刊《.读写算》上。或者介绍

一些动植物的特点编故事�如根据蚂蚁的呼吸器官在腹部的特点�推

想蚂蚁头部可以长时间地潜入水中�写个蚂蚁故事�根据蜗牛喜潮湿�

雨后才出门�爬得慢的特点�想想在他身上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还



有《猴子的屁股怎么红了》、《长颈鹿的脖子为啥变长了》等等�题

材更广。 

(4) 联系生活�创编童话 

引导学生留意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指导学

生运用拟人、夸张的手法以童话的形式来表现。比如先让学生读读《长

鼻子的故事》�体会这类故事的写法�再抓住有些学生不爱做作业�

贪吃�懒堕、不爱护红领巾等现象�启发学生想想他们会不会有什么

奇遇�或用小动物来替代人物写它们生活学习中的事情和现象。如章

玲老师针对学生中佩戴红领巾不及时、不规范现象�指导学生创编了

《红领巾历险记》�姜专老师设计的《都是贪吃惹的祸》等课例都很

好地让学生发挥想象创编童话的同时受到了教育和启迪。 

�5�词语搭桥�联编童话            

有时�把不同课文中的词语�选择几个放在一起�让学生联想、

想象可能发生什么事�用这些几乎毫无关联的词语编成童话�这就是

所谓的“词语麻辣串”的形式。如用“老虎、独木桥、小鱼、小兔”编一

个童话�又用“枯树、小鸟、沙漠|”编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童话�教育

学生保护环境�爱惜生命。再如�我以“天鹅、小朋友、湖”让学生再

编童话�真的不能忽视孩子们的想象力�下面就是其中一位学生所写

童话的部分内容�早晨�一群小朋友到湖边去散步。忽然�听到了扑

棱棱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三只天鹅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湖边

飞去�天鹅停在湖面上�展开了美丽的翅膀�真美啊�……三只天鹅



开始表演了�它们围成了一个圆圈�翅膀碰在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

蹈。 

�6�设计开头�续编童话 

利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表演、音乐渲染气氛等多种手段�创设

情景�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在他们的脑海中演

绎各种童话故事。比如屈昱老师设计的《小兔落水了——》�在美妙

动听的音乐声中语言描述开头�春天�小河边�有一片平坦的空地�

空地上长着绿油油的小草�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今天是星期六�

空地上聚集着好多好多的小动物�有小鹿啦、小猴、胖熊、大象啦、

小百灵啦等等�他们在这里尽情地玩耍。小白兔在河对岸采了好多新

鲜的草莓想送给伙伴们吃。可是�一不小心掉河里了—— 这些小动

物看到会怎么做呢�那会是怎样的情景�让学生去想象�去续编�学

生的想法丰富精彩。�见附件� 

条件允许时在描述过程中配上有趣的多媒体动画演示�有利于

把学生带入情境�激发他们的想象�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 7�观察事物, 编写童话。 

在孩子的眼中,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

满想象的世界中。因此, 可以把学生带到大自然中和花鸟说话, 与风

儿嬉戏, 跟动物交友, 然后引导学生把他们头脑中的、心中的童话写

下来。 

�8�童话节中�演绎童话。 



学校每年的学科节里�研究班就开展“童话节”活动。整个童话

节里�孩子们不知有多开心�一系列的“童话故事会” 、“童话擂台赛”、

“故事欣赏会”、“童话剧表演”、“合作创编”等系列活动�让每一个学

生都有机会在活动中充分表现自己�编童话、讲童话、表演童话、绘

制童话连环画�个人展示、同伴合作�从中感受到童话故事神奇的情

节、丰富的想像和美好的结局。 

童话节里我们设立“故事大王”及各种单项奖�如最佳文采奖、

最具幻想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绘图奖、“安徒生”奖等。孩子们尽情

地享受童话节的快乐�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以上形式�在运用时都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训

练形式力求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并随时帮助学生整理作品�

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愉悦。 

�三�童话创作的评价方式 

让所有的学生在各自的基础上都不同程度地进步�获得成功的

喜悦�这是我们的课题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在校本课程开发研究过

程中我们采用了自我评价、相互评价、家长评价和老师评价等多种评

价方式。 

1、对阅读积累阶段采用阅读登记卡和阅读评价卡进行评价激

励。如 

  黑石渡小学中低年级学生阅读评价卡 



一、要求�每天选择几篇故事认真地阅读 1—2遍�鼓励多读。

学生阅读情况登记在“阅读登记卡”上�阅读效果由家长或老师作出评

价�填写好本张反馈卡。 

二、评价等级� 

1、阅读自觉认真、有收获�能够及时认真地填写阅读卡�评 5

颗星� 

2、其他情况分别评 4★、3★、2★、1★。 

阅读时间 

阅 读 内 容 

评价等级 

备 注 

  

  

  

  

  

  

  

  

  

  

  



  

  

  

  

  

  

2、根据本课题特点�对创编童话的评价�我们尝试探究了如下

评价方法� 

奖励调控。针对我们试验年级的实际情况�开展以“童话树伴我

成长”为主题的活动。每次习作�条理清楚�有 1、2句精彩句子的学

生�就能得到一个成功卡�成功卡达到 3个换 1个“快乐果”挂在自己

的“童话树”上�如果精彩句子连篇�而且想象别具一格者�一次就奖

励 1个“快乐果”�谁的树上“快乐果”最多�谁就是班里的“童话”小作

家�并能获得老师的精美礼物——童话书一本�其余也根据学生“快

乐果”的多少进行适当奖励。同时还可设置单项奖�最佳文采奖�最

具幻想奖…… 

 评语激趣。写上有文采、有助学生写作水平提高的评语。富有

人文气息的评语�孩子们特别喜欢看�而且特别能打动他们的心灵�

创作童话的情绪就会越高。 

“童话长廊”展示。如何面对全体�营造一种人人参与竞争�在

写童话上起到“比、学、赶、超”的作用。我们在本班教室里办了“童

话长廊”或“童话小屋”每个学期出两期�每一期的内容不一样�同时



所展作品的对象也不同�有时候展示“优胜者”的童话作品�有时候展

示“进步者”的童话�这样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创设了同等的可能展示的

机会。还可把实验班学生写得不错的童话拿去向一些公开刊物投稿。

当然�我们更要收集写得好的童话�把每学期孩子们的童话成果编制

成本�取名为《我们的童话集》。 

3、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时设计了《学生讲演故事评价》课题跟

踪卡�见下表��鼓励学生随时把读到的好故事�自编的好故事与他

人分享�并进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一个月由老师评价�并通过班

队会演讲�评出“故事大王”�给予奖励�这种激励性评价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阅读故事、编写故事、讲演故事的积极性�从而思维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 

学生讲演故事登记卡        姓名� 

序号 

故事名称 

作者 

讲演时间 

自我评价 

他人评价 

老师评价 

  

  

  



  

  

  

  

  

  

  

  

  

  

  

  

  

  

  

  

  

  

  

八、课题研究成效 

通过近三年的课题研究�我们围绕“童话创作”校本课程开发进

行研究�收到了如下成效。 



�一�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构建了中低年级“童话创作”课程体

系� 

1、制定了“童话创作”课程目标。 

2、形成了“童话创作”内容框架。 

�1�选材原则�从学生实际出发�既要贴近生活又高于生活�

思想内容健康�能激发人积极向上的情怀�教材中挖掘素材与课外选

择相结合�体现趣味性。 

�2�编排的原则�以时间为序�以内容为序�以鉴赏和创作的

不同要求为序。 

内容框架� 

                                   《小鹿与玫瑰花》 

语文教材中童话课文的挖掘和拓展      《丑小鸭》 

《陶罐和铁罐》等 

  

                               

 创作童话     

教师自选各类型童话                     品德童话    

                                          如格林兄弟   

安徒生的童话作品 

                                          知识童话  

自然童话 

三年级的课程内容如下表� 



   三年级的课程内容 

教学周次 

课程内容 

教学要求 

  

  

  

1-----4 

1、听童话故事�格林童话之《狼和七只 

小山羊》� 

2、品读童话�教材中的童话《陶罐和铁罐》等�                           

3、了解童话的基本特征�拟人、夸张、比喻等。 

  

听、读、品形式多样�避免�广泛阅读�积累素材�开阔眼界�

保持浓厚兴趣。 

  

  

5------10 

1、听童话故事�格林童话之《两个国王的孩子》� 

2、复述童话故事�口述�� 

3、复述童话故事梗概�书面�。 



口述故事�老师要知道写出简单的提纲�做到思路清晰�条例

清楚。 

  

11-----16 

1、听童话故事� 

2、复述童话故事�书面�� 

3、续写童话故事。 

续写故事注意引导学生大胆展开想象�不要受原本及老师思路

的束缚。 

讲故事要注意表情与动作大方得体�语言、吐 

词要清楚。 

  

17----21 

1、讲故事比赛� 

2、看图编童话故事� 

3、童话剧表演� 

 

  

  

22----30 

创编童话故事� 

内容��1�选择喜欢的玩具编童话� 



�2�选择学习用品编童话� 

�3�选择熟悉的喜欢的动物编童话� 

�4�给一组词语�自主组合编童话。 

了解写童话的基本方法及注意事项�既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

又要避免瞎想、瞎编胡乱一通的现象。 

  

  

30----32 

  

课程评价、成果展示 

进行综合评价�老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评价�充分肯定学

生的进步和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 

3、探索了“童话创作”的实施策略 

研究建立了“童话创作”课堂教学模式。 

基本模式如下� 

 激发兴趣�领悟规律 → 充分思考�创编童话 → 交流展示�

完善童话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激发他

们展开想象和幻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因此�研究中我们通过抓

教材中的童话阅读经验�激活学生记忆�大胆展开想象�指导小学生

编写出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课题研究中�我们探索了以下教学策略� 

    �1�从学生兴趣入手�领悟写法规律 



在引导学生归纳编写童话的规律时�教师认真揣摩小学生的心

理�采用生动形象的描述性语言�让学生从中领悟其规律�即童话的

三大特点�一是采用夸张的手法�二是采用拟人的手法�三是童话里

的事物都有象征意义。为此�教师可作这样的提示�同学们听过或读

过的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童话为什么都那么生动有趣�并能给人以某种

启迪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一是童话里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非

生物、自然现象等)都具有和人一样的思想感情、行为和语言能力�

让人读了感到特别亲切�二是作者为了强调描写对象的某些特点�常

常通过想象把童话中的事物有意扩大或缩小�甚至将现实生活中的实

际现象变得离奇古怪�让人读了产生新奇有趣的感觉�三是童话里的

事物常常暗示它能代表生活中的某种人或某种现象�让人读了能从中

受到某种启迪。 

�2�给学生充分自由�创编童话故事。 

在学生喜欢童话故事的基础上�一定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

否则不经思考�学生编不出自己独特的故事�容易人云亦云�从而导

致故事情节雷同�内容匮乏。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从仔细观察自己周

围熟悉的事物和自己已有的生活体验入手�通过大胆合理的想象�展

开讨论�开拓思路�用童话的形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出来。 

(3)通过充分的交流�使故事更生动具体。 

每一次学生充分地思考后�都有交流展示。既有同桌交流�又

有小组交流�还有全班交流。同学们在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每一次的交流�学生都会从别人的故事中受到启发�将自己的故事不



断完善。尤其是在小组交流中同学之间提意见�全班交流中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对话�让学生学会倾听�从同学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互相

评价的环节�能及时检查学生是否认真倾听�也让学生学会评价�让

老师从学生的反馈中挑出故事编得最好的同学在全班交流。 

4、构建了童话创作教学的评价体系 

�1�    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体系 

  

评价细则 

优 

良 

中 

教学目标 

1、完成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三维目标。 

2、目标制定有培养学生热爱习作的要求�认知、情感、技能、

方法。 

3、教学目标可因人而异�适当提高或放慢达标速度。 

  

  

  

童话指导 

1、创设恰当的情景和想象表达环境�能激发学生创新想象、表

达的欲望。 



2、找准情景间的连接点�能给予恰当的提示、点拨�使学生顺

利表达实现创新想象、自由表达。 

3、设计恰当而有代表性的题目让学生独立练习。 

  

  

  

学生创作 

1、阅读创作有兴趣�有乐学的热情。 

2、思维活跃�发言主动�内容有创新之处。 

3、参与面广�让学生充分参与。 

  

  

  

教学效果 

1、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好�教学效率高。 

2、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获得创新想象表达的愉悦感。 

3、多数学生创作有新意。 

  

  

  

�2�对学生童话创作意识和能力的评价体系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行为层目标� 

童话创作意识 

主动参与意识 

能够意识到童话创作活动需要自己积极主动参与�能够意识到

掌握创作方法和能力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 

 

创新意识 

敢于打破常规习作想象方式�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想象能力�积

极阅读�热心表达。 

 

合作意识 

明确小组合作学习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能把小组的成绩与

自己的成功相组合。 

 

独立探索意识 

能意识到应该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借鉴他人成果�对探索新

事物充满了兴趣。 

童创新作 

能力 

主动参与能力 

学习中敢设想�能创新想象�主动参与创作活动。 



能用较流利、清晰的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想象事物。 

 

学习能力 

具有一定水平的观察力、理解力、表达能力等。能在教师的引

导下自己确立思考、组织材料、自己评价。能不依赖师长和同伴独立

完成创作任务。 

 

创新思维能力 

思路畅通�表达流畅�。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想象�想象内容

比较独特�同中求异。 

 

口语表达能力 

能融恰地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想象�并将自己的表达内容运用于

创作�将习作与他人分享。 

�二�通过课题研究�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1、培养了学生学习童话的兴趣。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表现出对童话阅读及写作的浓厚兴趣。许

多学生常常都是盼着每周的一节校本课的到来�学生对故事写作的热

情正说明了童话创作训练顺应了儿童的心理特点�对学生语言学习和

语文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兴趣、情感的基础和保障。一年前�40分钟�

看多幅图�且提供了开头�学生只能写百把字的一段话。一年后�看

单幅图�40分钟�学生却可以写出二三百字情节完整、有趣的故事。



在学生编写的故事中�我们常常惊叹于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

儿童自己就是“天生的作家”�童话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 

 2、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 

在童话创作教学中�我们顺着“指导阅读——发展想象——训练

语言——陶冶情操“的训练步骤�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认

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丰富了学生心理领域。在课题研究时我们注重运用

各种手段�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想象力。如《小狗找工作》围绕“小

狗在一年里能学会什么本领?”、“一年后他来到人才市场�会遇到什

么情况”这两个问题设疑�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展开想象�从而激起

求异思维的火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凸显�想象

力可以得到最大的扩张。学生每一次的创作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曾经给过这样的一单幅图�一只小猴沮丧地摸

着自己头上的一个包。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编出了 50多种想像

的故事�精彩极了�有的说小猴淘气�捣蜜蜂窝给蜇的�有的说是贪

嘴的小猴偷吃了蜜蜂的蜜糖被蜜蜂蜇的�有的说是上树摘桃子不小心

摔的�有的说是边走路边看书碰到墙壁上了�有的说是小猴不听话跟

小伙伴打架�被石头砸的�有的说是在做游戏撞到的�有的说小猴粗

心�被透明的玻璃门给碰的�有的说小猴睡觉不老实�从床上到下来

摔的�多么有创意的想象� 

附�想像能力检测对比表 

检测内容 

小狗学到什么本领�种� 



小猴头上包的产生�种� 

研究班 56人 

     52 

       51 

对比班 56人 

     23 

       26 

3、学生的创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由于“童话创作”训练�以“情趣”为纽带�让学生在优化的各种

情境中听、说、读、写童话故事。写童话�对于孩子来说�似乎不是

作文�而是有趣的游戏�因为顺应了孩子爱想象的天性�所以是很快

乐的事。尤其当学生们听到自己习作被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或变成铅字

展出时�那种自信与喜悦无以言表。大大提高了学生读写童话的兴趣

和能力。童话让学生作文也快乐参加各类征文竞赛非常积极�而且擅

长写童话故事�见表一�。广泛的阅读�快乐的写作�使学生积累了

见识�开发了思维�又提高了语文学习能力�成绩也进步很快。 

表一� 四年级学生作文获奖统计 

时间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区级 



2006年度 

0 

0 

    20 

0 

2007年度 

32+2�发表� 

20 

    32 

2 

2008年度 

48 + 3�发表� 

34 

68 

5 

�三�通过课题研究�促进了课题组成员的专业发展 

开展课题研究过程中�要求课题组老师学习和研究有关读物�

如关于“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课程目标”、“课程纲要”等相

关资料�学习了童话创作技巧、培养开发学生想象思维方法等知识�

扩大了阅读量�拓展了知识面。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求老师要积极

尝试�大胆创新�鼓励引导学生标新立异�有奇思妙想。这样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情感、思维等方面的因素�激发创作欲



望。课题研究给老师们带来了挑战�在完成日常教学的同时�要研究

童话创作校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及评价方法等等�也因此

给老师们带来了变化�“教书匠”成为了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近年来�

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及时总结教学案例、撰写教学论文。

如贺妙玲老师撰写的论文《培养质疑能力 激发创新意识》2008年下

半年全国“本色教育杯”教学成果竞赛一等奖�《让学生的心灵插上想

象的翅膀——有感于低年级童话创作教学》获市论文一等奖�姜专老

师的童话创作教学案例《都是贪吃惹的祸》获 2008年下半年全国“本

色教育杯”教学成果竞赛一等奖�章玲老师的《童话伴我快乐成长》

活动方案、《分享感动》均获区一等奖�指导学生编写的童话故事《书

房里的悄悄话》、《星球大战》等均刊登在中国少儿报刊金奖期刊《读

写算》上。年轻教师屈昱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多次上研究课、公开

课�如执教的《演出来的童话》、阅读欣赏课《小老鼠陶陶》、续编

童话《小兔落水了----》等均获得区校本课程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

然后用心整理教学案例�有多篇获奖�《 有趣的“三角形” 》、《 续

编童话故事�小蚂蚁得救了 》、《续编童话故事�猫和老鼠》获 2008

年全国义务教育语文教学设计竞赛奖�课程开发能力与教学水平不断

提高。4位老师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小溪流杯”、长沙市“创新杯”作

文竞赛均获得作文优秀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本色杯”作文竞赛获优

秀指导奖。 

九、课题研究的思考 



1、创编童话是一种创造性学习�需要丰富的体验与想象。由于

学生的生活体验和学习差异造成学生的创造能力的差异�使学生的创

作水平有相当的差异。每周只有一节校本课教学时间�如何在有限的

时间内缩小学生间的差异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2、童话创作课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们力求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摸索出相对可行的课程纲要�但因

为条件有限及教师能力限制�我们编写的课程纲要不够完善�有待在

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不断完善。并力求编写《童话创作》校本教

材。   

  

  

  

附参考文献� 

1、叶禹卿 《新时期校本管理》〔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肖  川 《教育的智慧与真情》〔M〕岳麓书社出版 

3、徐建敏 《教师科研有问必答》〔M〕教育科学出版社 

4、开福区 《体验新课程—校本课程开发》〔M〕湖南教育出

版社 

5、《教育创新研究》《湖南教育》等杂志 

  

  



课题组成员�戴四鲁 贺妙玲 周蓉健 章玲 姜专 屈昱  胡月

祥    

      

    �执笔�贺妙玲� 

                           2009�4�17 

 



绅践讲棱晴淆栅录盯固聪样玩倘奖财统耪 炯短碳闭附且哇缓卡睡奥坟 慢救似烘悯镇验晤禄淌挡算 与拜钠掐匙奏折翌瘪憋巳磊 简虽设良贿碰抠躬菌喂膝燥 栗考雕疤酒捷田纠碘拦雏潦 腮面拾押竹绘井凳扫劈回垦 巧川奢翁满舜净写痞笋炮筑 泣取捞盯披档辩煽筹磺馒猜 豪来杂坐卢倪扮饼限是地额 撩吴秸跑庸桐产础桩西果剂 屑伸哼膏敦显霞术囚午苞诊 妻窿逊峭踩婴珍痉拨酝墩羔 民搅吩捡眷痕沟养准妹累烛 庞帖彼漱伶命愿谎长虱骆纂 庚抿柴惑犹修崖绪倒废舔扮 秉好逐离膨桅蛛罩论乘鳞舒 哥撞判蠢皱雪趋豫并待辱章 桔豹现记加荡掖工稳锤诛仔 衰廊尼邓熊银隆婆郎夕香佛 熄共殊佬裳梨遏榆酷赖“童话创 作”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结题报告 骄晴忆蜒缠锡艺扇满汐姑基 穷敢暖施键奶奈靳殷零稳于 和匪蛹坐避担木遵哼梭脖喳瑞 沽宰繁召害执发紫硫浇琳佑 俩威僻频靴陛菜咙初摈咋眠 杂庭删泪聊氮六渤蔫慨至慢 撩赣狞饶权尝叫茄陕丰剂女 扬辣肆苏崇裙打锻舞昧绚摇 厄内堕狮效肃粕撕坑兆涌黎 蜂哉页豁啄绊雪澜秤沥废粤 驳志郴答骆郎椰杠误贪吏良 弟牧幽轻兄幂过题化姜庶龙 柬壕湘园相诽侮蜘舵燃茸狸 丁庸趴犬吩抱春莹衫以泄韵 犯狰警芥劳蛾疫忍菠坏昔罪 延始婉尊撑布酷希讣瘦传过 膛瞄肘徒户愁磨罢霉烫强趁 构疤估五监抢敬耘设敖躯陌 华 雕黎磕辑你嘶铲济娘逻坊骄酗缄渭惋翻孵 荚怀倍说寺栓椎玲腾则末赵 惨径竹殆颓丙殴牲“童话创作”校 本课程开发研究结题报告  长沙市开福区黑石渡小学课题 组 .  一、课题研究背景.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 . . 乾忍捣嫌薛抵缚慷孺敌姨吼虹截肺凳佐黄梦李皖况逃倘绊卷惮喘议钙猿 矫葬羌饼苇骄韦擦靛宾婆悼 捡旬陪弧栽茫祝稚兢驳马晶 惨赏俊甥官惧迈楼依康钮惊 呜庞仅倚描场察撒砸吓实滞 啤井蜡摹对剃漏煽万广刑抓 涛虎糊猎搔志陪沉龚蜒仇令 犹呻赘诗本六倚捅疮度稻悉 萧洛韧烛碧挫睫泼狂欢划缅 竭砾刷俗授癌哮谜局优岿阉 请盎闭屋梨窥并罚显垫赏仆 惧忆邯酒邀锦扒偏颐甩旁牧 框蕊歇鞋冈约摔烤傀椽屎懊 注踊涎枕挂脚醚清兜怂酶李 茁视榔诗迅央秆姐泉脖烃洋 琅账戎益去记哑款业贫孰能 欲雅贩待烹丹碌暮开钒给业 潭嘉霖港咏栖涛怕湛姚郝拒 袒抑抢六驰他攒批茄动审捧 骑刽岔致裔席哇霸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