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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童话教学的有效策略

摘 要：童话是一种以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体裁，因其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生动离奇、引人入胜，
契合了儿童的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而备受儿童欢迎。在小学语文童话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课文内容，实施高
效化教学策略，实现童话教学的目标，使学生在童话所给予的美好熏陶中，语言能力得到提升，想象力更加
丰富，善恶标准更加分明，思维更加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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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艺频道

童话是一种以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体

裁，因其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生动离奇、引人入胜，

契合了儿童的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而备受儿童欢

迎。教学实践证明，童话对于儿童的语言表达、想
象、审美等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苏教

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编入了一定数量的童话作品，如

何运用有效的策略让儿童领悟童话故事的真实意

义、实现教学目标呢？

一、想象，乘着童话的翅膀飞翔

童话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在想象、幻想、拟人、夸
张等笔法的作用下，一个个寄托了人类美好理想的童

话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其离奇的故事情节往往最能吸

引儿童，也最适合儿童的思维特点。在童话故事里，动

物、植物都和人类一样，会说话、会思考、会像人一样

生活；在童话故事里，人死可以复生，善良的愿望总能

实现……而这些都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因此，

在童话教学中，老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想象，让他们的

想象乘着童话的翅膀自由飞翔，使他们置身在童话的

意境之中，自己去发现、去观察、去探究。
比如，笔者在教学《狼和小羊》这篇童话文章的过

程中，为了引导学生想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狼看

着那只又肥又嫩的小羊真是垂涎三尺，想象一下，如

果你是那只狼，碰到了这样一只小羊，你会想什么？你

想吃小羊吗？”这样的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想象，也将狼

要吃小羊的恶念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再如“在我们的

生活中，也有像狼一样的坏人，如果你碰上了这样的

人，你会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将学生的童话思维引

导到现实中来，引发了学生更深层次的想象和探究，

促进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诵读，走进童话的情感世界

童话中塑造的形象是儿童非常喜爱的，在阅读

童话时他们很容易走进人物的情感世界，被那些鲜

活、生动、有趣的形象深深打动，产生模仿的兴趣，

对之所处的场景也会产生无限的向往。在学生诵读

童话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人物形象的特

点，更深入地感悟文章的深层意义，实现学习的目

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学生诵读的过程中，不要

硬性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而要让学生在阅

读中形成具有个性化特点的理解。
比如，笔者在教学《一路花香》这篇课文时，在

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为了让学生准确地表述出

自己对课文的理解，笔者与学生展开了这样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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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同学们，你们认为好水罐和破水罐应该分别怎

样形容呢？”学生的理解可谓各有特点：“好水罐是非

常骄傲的”“好水罐特别自豪”“坏水罐心里非常自卑，

也非常惭愧”“挑水工让坏水罐的缺点变成了优点，这

是告诉人们有缺陷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在学

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的过程中，笔者对他们给

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合理的引导下，学生更深入地

感悟和思考课文中每个形象的特点、所反映的问

题，提升了认知水平。
三、表演，感受童话的形象之美

由于儿童的身心特点，在阅读童话的过程中，

他们常常会产生模仿、表演的冲动，这也源自童话

人物形象逼真、语言生动活泼、情节符合儿童的思

维特点。在教学童话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运用表

演的形式，通过恰当的方式创设宽松、和谐、民主的

教学氛围，让学生来扮演童话人物形象，使学生在

对形象的把握中，更深入地领会文章的思想内涵，

同时也加强了语言的练习。老师在组织表演的过程

中，要注意吸引全班学生都来参与，要给予他们更

多的鼓励和肯定，使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受到

童话美好形象的熏陶。
比如，《小稻秧脱险记》这篇课文就非常适合编

成课本剧进行表演，剧中学生可以分别扮演“害怕”
“不知所措”的小稻秧、“凶狠”“蛮横”“不讲理”的杂

草，还有“厉害”的喷雾器大夫，以及交代剧情、发表

议论的旁白者等。学生可以在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地表演各个童话角色的过程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提升学习的有效性。
四、品读，感受童话的精彩语言

童话的语言表现手法十分丰富，具有简洁之

美、节奏之美、想象之美，可谓妙趣横生、韵味无穷，

由此也使童话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在童话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品味其中的精彩语

言，从对文章词语的理解、遣词造句、语言积累等方

面帮助学生通过品读童话增强语言素养，提升教学

的有效性。
比如，《小露珠》这篇课文中的“霞光中，小露珠

光彩熠熠，把所有的植物都装点得格外精神……显

得更加生机勃勃”一句，“生机勃勃”在这里所表现

的内容是多重性的，老师在教学中要结合课文的意

境引导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勾勒出向日

葵、喇叭花、禾苗生机勃勃的样子，而不能被字面的

意思束缚思维。这样的思考过程，才能使学生真正

感受到童话语言的精彩。
五、练习，强化童话的学习效果

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每一篇童话课文后面

都配有练习题，对于这些练习，我们可以视其为教学

的目标之一。同时，有的作业题也是对课文教学中的

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进一步强化练习，因此，课后

练习是不可小觑的一个教学环节。笔者认为，运用好

课后练习可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比如，《三袋麦子》的作业四是这样的：小猪、小

牛、小猴的做法你最赞成谁的？为什么？你会怎样

做？对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赞成小猴的做法，这

是学生在阅读中从文章的字面上就能感受到的，那

么小猴的做法是否很完美呢？这就需要教师进一步

地结合课文的内容来引导，启发学生去探究问题，

促使学生形成独特的体验，并给予鼓励和尊重，这

样学生可以在对作业问题的思考中更进一步地领

会课文内容，同时使作业练习突出创新性、自主性，

实现童话教学的目标。
六、结语

总之，童话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也是一个儿童

向往的世界，儿童对童话学习充满了兴趣和好奇，

因为那些可爱的形象能够与他们展开心灵的交流，

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会为他们铺展一个令人神往

的世界……在小学语文童话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课

文内容，实施高效的教学策略，实现童话教学的目标，

使学生在童话所给予的美好熏陶中，语言能力得到提

升，想象力更加丰富，善恶标准更加分明，思维更加开

阔。本文所提出的几项教学策略是结合笔者的童话教

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愿其服务于小学语文童话教学，

为童话教学增添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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