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故事教学“三要三不要”
常州市戚墅堰教师发展中心　 马建江

《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版）强调：要让学生尝试阅读英语故事及其他英语课外读
物，养成按意群阅读的习惯。为此，江苏译林出版社《英语》小学英语教材中也新加了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的板块。其目的显而易见，旨在通过“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这一故事学习的平台，一方
面，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学生积累并习得更
鲜活更生动的语汇，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品质。

在小学英语故事教学中，我们要做到“三要三不要”：

　 　 一、要力求“整体切入”，不要“零敲碎打”

在故事教学中，有些老师顾虑重重，总担心直接听故事，学生会听不懂。于是在学
习故事之前先学单词，练句型，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学习生词和句型，然后让学
生在猜词、歌谣或小游戏中练习单词，教师也会从文本中挑些句型让学生说说，然后再
回到文本故事中，跟读表演，对于单词都会的文本故事，学生没有思考的空间，对于这种
拼凑成的缺乏完整情节的故事教学课，学生学得“索然无味”。

笔者曾听过一位美国教师给中国四年级孩子上的一节故事课：
Ｔ：Ｎｏｗ ｐｌｅａｓ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ｇｕｅｓ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

ｂｏｕｔ？
Ｓ：Ｉ ｔｈｉｎｋ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ｈｏｕｓｅ．
Ｓ：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ｍａｙｂｅ ｔｅｌｌ ｕｓ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Ｓ：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ｌｌｓ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ｒ． Ｇｒｅｅｎ’ｓ ｆａｍｉｌｙ．
…．
这节故事课让我耳目一新：上课时教师给每个孩子发了一本故事书。在阅读故事

前，老师让学生先“看封面猜内容”，学生情绪高涨，七嘴八舌，津津乐道。然后教师趁热
打铁，让孩子们打开书，教师声情并茂，娓娓道来，碰到生字也是随文而过；学生呢？则
边看图边听讲，专注投入。故事情节紧紧扣住了孩子们好奇的心，他们的求知欲，思维
想象力及记忆力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而发展。故事讲完，老师就故事情节开始提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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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孩子的记忆力与语言接受能力，学生竟然能把故事情节完全记住，甚至有些学生能
整段复述。这不由让人联想到中国妈妈和西方老外教育孩子上的偏差：西方的养孩子
以生存技能为本，而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特别深，生怕孩子受一点点伤害，所以对
孩子更多的是保护，放不开手脚。

　 　 二、要着力“语感培养”，不要 “咬文嚼字”

叶圣陶先生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在故事教学中，教
师切忌抛开故事情节，丢掉语言环境，把故事教学课上成纯粹的词汇识记课或句式训练
课，或把故事中的句型拿出来“咬文嚼字”，让学生机械操练。而应根据素材，努力创设
情景，营造语言环境，设计适合年龄特点的话题，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品味、体验，
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获得语感。

我们不妨来看两则案例：
案例１：
在一次公开课上，有一位教师执教的江苏译林版三上Ｕｎｉｔ ７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ａ ｐｉｅ？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ｔｉｍｅ时，有这样一个小片段：
Ｔ：Ｗｈｙ Ｍｒ． ｄｏｇ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ｈｏｔ ｄｏｇ？Ｌｏｏｋ ａｔ ｈｉｓ ｆａｃｅ．（出示Ｍｒ ｄｏｇ害怕的画

面）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它不敢吃热狗。
Ｔ：Ｗｈｙ ｉｓ ｈｅ ｓｃａｒｅｄ？
Ｓ：它以为要烧用火烧它了。
Ｔ：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Ｍｒ． Ｄｏｇ ｓａｙ？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ｌｅａｓ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ｗｏｒｄｓ．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通过故事情节引导学生进入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到Ｍｒ．
Ｄｏｇ为什么害怕热狗的原因，并让学生模仿当Ｍｒ． Ｄｏｇ听到ｈｏｔ ｄｏｇ时的表情和语气，帮
助学生在故事情景中一遍遍模仿故事人物的语气和表情，训练语感，在真实的语境中学
会说话。

案例２：
江苏译林版三下Ｕｎｉｔ ２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学完故事后，教师布置了以下任务：
以两人为一组，选择一种喜欢的方式在故事情节中朗读课文：
１． Ｒｅａ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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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Ｒｅａｄ ｉｎ ｒｏｌｅｓ．

３． Ｄｕｂ ｆｏｒ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ｏｎ．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个学习汉语的道理与我们学习英
语是相通的。朗读背诵也是培养学生学习英语语感的基本方法，只有多朗读，才能更好
地理解故事情节中的故事人物，运用所学的语言。在这则案例中，教师不断注重朗读训
练，而且，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性地开展故事朗读活动，这更调动了所有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三、要体现“面向全体”，不要“顾此失彼”

英语故事是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很好载体。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以学
生为本，面向全体学生，而盲目拔高和拓展，则会顾此失彼，挫伤一部分学困生的学习积
极性。

案例：
江苏译林版四年级上册Ｕｎｉｔ ２ Ｌｅｔ’ｓ ｍａｋｅ ａ ｆｒｕｉｔ ｓａｌａｄ围绕Ｍｉｓｓ Ｌｉ要和学生们一起

制作水果沙拉，于是，Ｍｉｋｅ，Ｌｉｕ Ｔａｏ，Ｓｕ Ｈａｉ，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等同学纷纷拿出自己带来的水
果，互相交流的故事． 主要呈现的句型是：Ｉ ｈａｖｅ ａ ｍａｎｇｏ ａｎｄ ａｎ ｏｒａｎｇｅ．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Ｌｅｔ ｍａｋｅ ａ ｆｒｕｉｔ ｓａｌａｄ…．

学完故事后，Ｌｉｎｄａ教师让学生学习表演课文，这时学生纷纷举手，踊跃上台表演。
在六个学生上台表演后，Ｌｉｎｄａ老师要求学生在教师新给的情景中表演：
Ｔ：Ｃａｎ ｙｏｕ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Ｌｅｔ’ｓ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ｎｄ．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 ． ．

在故事表演中，学生用英语讨论如何用水果做沙拉的兴趣刚被点燃，还不能熟练说
出水果英文名称时候，就被要求转化另一场景，用新学句型去拓展学习另外一些球类英
文名称，所以当时Ｌｉｎｄａ老师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举手愿意上台表演。显然，学生对文本
的故事情境还没消化，这种急功近利的“赶鸭子上架”，让不少学生无所适从，课堂则成
为少数学生的展示舞台，没有达到习得语言和熟练运用语言的目的。因此，教师在制定
故事教学目标时，应该站在儿童立场，面向全体学生，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来组织教
学。要充分给学生提供模仿、练习的机会，应考虑大多数的学生接受能力，可以让学生
先在小组里合作进行角色表演，再进行全班表演。要善于利用文本素材及图片，让学生
想想如果故事结尾后面还有一副图的话，这画里会有谁会出现，他们会说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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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品质，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延续了文本故事情节的发
展。在文本故事情境表演熟练的基础上再开展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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