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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减”政策下小学语文神话类文本教学策略研

究现状

“双减”政策实施至今，教师在小学语文神话类文本

教学中已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转变为“营养”式

教学 [1]，但在教学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1. 文本解读能力弱，只注重“减”而忽略了政策背

后的“加”

现阶段文本解读仍是不少语文教师的软肋。由于长

期以来形成的对教参的依赖和对常规解释的遵循，文本

解读倒置，即先学习教参，再带着教参的思想阅读课

文，这样教师缺少自己的阅读发现，所以，对文章阅

读的思考方法和评价取向会产生错误。直接影响了教

学质量 [2]。

2. 授课方式一成不变，课堂教学缺乏问题特点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童话、寓言、神话文本大部

分都是通过朗读、想象画面等方法促使学生感受神话的

“神奇”，授课方式一成不变，没有将这三种文体清楚地

划分，也没有在教学时区别对待，使得学生常混淆这三

种文体。

3. 教学目标的设计沿用以往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和

完整性

虽然“双减”政策已实施了半年，但以往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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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教学设计时，学会了用相同的句式、相同的套话去

描述。教学目标变成了一个不需要反复推敲的“条件反

射”，成为了摆设 [3]。只重视对教学过程的思考，教学目

标的设计往往会被忽视。教学目标没有根据新课标的要

求、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的整体素质进行合

理设计。其次，教学目标没有具体化，没有具体的课时

目标，没有明确第一课时要完成怎样的任务，第二课时

又要完成什么目标 [4]。仅仅是列出一篇神话类文本的教

学目标，没有关注到整个神话故事单元。

4. 教学方法不灵活，课堂少了趣味性

教学方法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与任务，教师

们在共同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技术与手段。教学

方法有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练习法、阅读指导法

等。但目前教师在教学中大部分都是采取讲授法方式，

在学习神话类文本时，都是靠着教师精讲为主，很大

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想像力，只能听教师说神话类文本

“神奇”，没有一个属于学生自己阅读后学习发现的过程
[5]。以至于课堂教学都陷入沉默的局面，久而久之，孩子

就没有了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二、“双减”政策下小学语文神话类文本教学策略研

究意义

神话因独有的问题特点在语文教学中占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而中段的神话文本教学不仅是对低段教学

的延伸，更是为高学段教学打下了基础。所以在“双

减”政策下的小学语文神话类文本教学策研究是必不

可少的。

首先，通过对教学策略的研究，使学生对神话故事

类文文体的课文保有强烈的阅读积极性和好奇心，同时

教学策略适应孩子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为学生语文

的知识和语文能力的成长奠定基础。

其次还会使得学生的想象能力得到放大突出。对于

神话类文本教学的策略研究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当

前“双减”政策下，能更好的发挥学校的作用、教师的

作用，不仅仅能让孩子走进课本，还要让孩子学会走出

课本。

三、在文本对话中学会聆听

在小学语文神话类文本的教学中，教师需要带领学

生品读神话人物的对话、品悟神话故事的“话”，不仅

仅是传统课堂中展示的走进课本，走进人物、走进故事

那么简单，还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语讲述故事，神话本

身就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人类通过聆听、

讲述，让神话得以流传至今。那教师在教学中也要关

注这一特点，不仅仅学习书本中的“话”，还要让学生

自己对话，口口相传，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比如在

教学《盘古开天地》时，教师可以给学生一段时间，用

自己的方式把这篇神话故事讲出来，讲的时候可以带着

动作、语言、神态。也可以在学生讲完故事后，结合盘

古的英雄形象。让学生仿照“感动中国人物”为盘古

颁奖，写颁奖词、举行颁奖仪式，生动直观的将英雄

优秀的品质展现在学生眼前，提高学生对英雄人物优

秀品格的认知能力与人物讲述的分析能力。通过聆听、

讲述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探究意识，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

四、在文本对话中学习补写续写

由于神话故事有很多略写的内容，在课堂教学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加以延伸，让学生充分发

挥想象力，从个人角度出发理解并拓展故事的情节，有

助于拓宽学生的思路，并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正确用

词的能力。比如：《女娲补天》中有一段，女娲寻找五彩

石，她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五彩石，但文章中的描述很

简单，“冒着生命危险挑拣”、“忙了几天几夜”、“找啊找

啊”。可以抓住文本的空白，通过想象补写，来进一步加

深女娲补天过程中的艰辛。然后再反复品读文本的这几

个部分，让文本简单的描述，更具意义，而在这样的过

程中，学生得到了语言文字的训练。

五、具化单元目标构造整体感

单元目标的细化离不开新课标的要求。教师在课堂

实践中以单元目标为中心的全局意识，既不偏离课本单

元选编的初衷，也能引导教师横向比较四篇课文的异同

点。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课文都是按文体编排

在一起的，有的是按人文主题进行编排的，那么建立单

元目标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统筹安排，可以从单元整体

上把握、处理教材，从整个单元出发，制定教学方案。

例如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选编的四篇课文分别是 12 课

《盘古开天地》、13 课《精卫填海》、14 课《普罗米修斯》、

15 课《女娲补天》，有神话故事、也有小古文，那么建立

单元目标时就要从整体出发，具体为：认识 30 个生字，

会写 32 个生字，能运用文中的词语，感受语言的魅力；

通过朗读、讨论和复述课文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感受

神话中的人物，感受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理清

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握文章主要内容理解人物

的能力；引导学生阅读其他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增强

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热爱之情；提高学生以“讲故事”为

主的口语交际。如表 1 所示：



240

教育发展研究 4卷9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表1　教学目标

部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教学目标

1、认识 30 个生字，会写 32 个生字，能运用文中的词语，

感受语言的魅力

2、通过朗读、讨论和复述课文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感

受神话中的人物，感受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3、培养学生理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握文章主

要内容理解人物的能力

4、引导学生阅读其他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增强对祖国

优秀文化的热爱之情

5、提高学生以“讲故事”为主的口语交际

这一目标从识字、写字、朗读、内容理解、领悟表

达、口语交际等几方面整体建立目标。所以无论是教材

按人文主题组织单元还是以文章体裁组织的单元，选择

的文章既有一定的共性，也有独特性。单元目标的建立

是在共性的基础上使教师对选文有整体的意识，在讲授

过程中不至于把单篇课文独立开。

六、丰富神话类文本教学的方法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一成不变，

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主动学习。

在神话类文本的教学过程中更是如此，不能只采用教师

精讲的方式让学生学习课文，而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

走出书本。

1. 游戏式教学

游戏式教学目的并非是让他们在课堂上做游戏，也

并非让他们在课堂上“玩”而是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运

用图片、音乐、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教师还可以在文本教学过程中，创设游戏式教学

情境。在教学结尾，还可以让学生以“表演”的形式，将

文本内容展现出来，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知识面，培养想象

能力和创造力，一方面也促进了小组合作意识的形成。

2. 指导学生复述故事

神话类文本很适合学生复述，复述故事并非单纯的

读课文，而是要求学生在掌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再创

作，加入自己的想象与思维，还可以补充情节，不仅培

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还能让学生得到个性化展示。四

年级上册第八单元就要求学生复述课文，当学习第四单

元神话主题单元时便让孩子简单复述故事，那么再到第

八单元学习时，学生就能更好的适应复述故事。

七、总结

神话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人物的传说，是中国

古代民众对自然界状况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天真理解，和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想

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引导学生阅读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氛围中

感受神话的“神奇”。此外，语文教师也要根据当前“双

减”政策的要求，把课堂作为教学主阵地，扎扎实实的

训练学生掌握语言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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