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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对于儿童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更吸
引儿童去阅读。而教学童话故事，则是帮助学生浸润在童话作品中，体会至真、至纯、至美的情感，获得文学
的启蒙，体悟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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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儿童心中讲童话
◆教艺频道

苏教版低年段语文教材中，有许多绚丽多彩的童

话，这些童话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通过丰富的想象、
幻想、夸张、象征的手段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童话

的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对于

儿童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更吸引儿童去阅读。而

教学童话故事，则是帮助学生浸润在童话作品中，体

会至真、至纯、至美的情感，获得文学的启蒙，体悟美

的内涵。如何更好地进行童话教学呢？笔者认为，应该

走进儿童的心中去讲童话。
一、激发情趣，入境感悟，创设学习意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一、二年级学生要能“阅

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

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要达到这一要求，激发

学生的情趣，开拓学生的想象力，引领学生走进文

本意境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让童话走进儿童内心，帮助他们展开想象

的翅膀呢？教学童话前，可以出示童话图片，让学生

猜测童话题目的形式，打开学生的情感之门，这种

熟悉而又陌生的学习期待，会让学生情不自禁地走

进老师所创设的关于童话的情境。如此激情导入新

课，学生的听觉、视觉、思维、想象“多频道”运作，情

绪一下子就会被调动起来，形成“未成曲调先有情”
的良好课堂基调。教学也因为学生的入情，而进入

到积极的状态。
学生都喜欢听故事，童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

故事。借助故事情节展开教学也是一种创设情境的

方法，学生比较容易进入学习情境，同时能够进入

角色，将文本具象化，走进文本所营造的意境，产生

情感体验，有利于学习的进行。
二、随文识字，重视指导，夯实写字根基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

是写字教学，童话教学也应该包含写字教学。新《课

标》要求，第一学段要掌握好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

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

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对于第一课时的教学，如何把握住生字教学的

量和度常常是语文教师易出现问题的地方。这时，

可以借助文本，运用多种方式随文识字，让识字教

学变得灵动起来。
以《会走路的树》一课的生字教学为例，在出示

课题后，对于课题中的“路”这个字，可以这样引导

学生：第一步：你知道哪些路呢？这是在让学生进行组

词训练；第二步：你看，这些路都是让大家行走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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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是什么旁？这时则是让学生对生字进行辨形；

第三步：你还知道哪些足字旁的字呢？这又是对生字

的拓展；第四步：我们学的字越来越多了，就可以把相

同偏旁的字归归类，来帮助你记住它，你们说，对吗？

这一步就是在教会学生学字时要归纳方法；第五步：

让学生一起来写“路”，注意足字旁要把撇改成竖，把

捺改成提。简单的一个小环节，将老师要进行的识字

教学十分巧妙地完成了。
教生字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都应从儿童的情感

出发，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方法，老师就应该多用什

么样的方法。为了便于学生记忆，还可以通过编儿

歌、读童谣、猜字谜等方式学习生字。如在教学“奇”
字时，可编儿歌：“这个字真奇怪，大字一捺改成点，

一横长长托上面。”这样的教学生动有趣，学生对这

个字要注意的地方一目了然。
在帮助学生理解多音字时，还可以借助语言环

境来学习。如“好”这个字，可以这样来引导：这么多

老师来我们学校做客，我们很热情就叫做———好

客；我们很爱学习，就叫做———好学；你有不懂的地

方，总喜欢问问别人就叫做———好问。这样的教学

潜移默化，让学生能够活学活用，掌握扎实。
三、关注细节，点评精当，提升阅读水平

细节决定成败。一堂好的童话教学课，在备课时

要注意到学生真正需要什么，也要关注语文教学的持

续发展性，还要关注儿童的年龄特征，把握住细节。
低年级教学，课堂上要留至少十分钟的写字时

间，教师教学时除了要教会学生识字、写字外，还需

拓展课堂教学内容，用多种形式让学生对生字的写

法、组词、意义等进行当堂复习，检查学生学字的效

果。有一些童话课，教至最后，可以用回信的形式来

进行复习，同时，这封回信还可以以信的格式出现，

开头有写信的对象，有问侯语，结尾有祝福语、署
名、写信的时间等，虽然低年级学生还没有接触到

信的格式问题，但是，这样精心、精致的备课，为的

就是给学生今后学习写信做好铺垫。
当然，在童话教学中，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当

堂点评。要关注点评的即时性，重视点评的激励性，

加强点评的针对性，注重点评的情感性，把握点评

的学科性，让学生能够在老师或是精当的肯定中，

或是巧妙的引导中，或是委婉的提醒中感受到阅读

的快乐，从而不断提升学生阅读童话的水平。
四、感受内涵，拓展阅读，提升辨析能力

童话往往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则蕴

含着深刻道理的故事。童话总是通过曲折动人的故

事来反映现实生活，提示某种道理，对儿童进行多

方面的教育。
教师要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加深对故事内容

的理解，将品德教育融入课堂，通过对童话中人物

形象的具体分析感悟童话中所体现的道理，使学生

从童话故事中充分感受到文本的内涵。
如在教学时，可针对文本的特点，选择学生最

感兴趣、最有感受的切入点，提出这样的话题：你最

喜欢故事中的哪个人？最不喜欢哪个人？这样，学生

会轻松地走进个性化学习的世界，在情感体验中明

辨是非，扬善弃恶。围绕童话故事的情节，拓展师

生、生生的对话空间，引发对话的欲望，在生生和师

生对话中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使其形

成自尊、自信，从容对待困难的心理品质。学生置身

在优美的童话世界里，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步步加

深，情感与作者产生共鸣，从自己的心灵走向另外

一个心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学生在学习中必

会得到熏陶和洗礼。
阅读其实是一种心灵之间的对话，好的故事能使

读者的情感世界更丰盈，能带给读者独一无二的阅读

体验，所以，好童话是那些能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快

乐和惊奇的故事，是具有独特原创价值的故事。上完

一堂童话课不意味着结束，而应是阅读一系列童话的

开始。好的童话课的教学，应该是走进学生心中讲童

话，让学生真正掌握阅读童话的方法，拓展童话阅读，

让阅读童话的琴声继续感动孩子的心灵。
“课内精耕细作，课外跃马平川。”进行童话教

学时，教师应做到对学情的敏锐把握，把握好故事

的趣味、识字的意味、文化的意蕴等，这样才能让童

话教学真正走进儿童的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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