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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绘本编写与教学的实践研究
魏莉莉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江苏 南京 210012）

摘要：近年来，绘本阅读教学受关注度很高。采用绘本进行阅读教学，既符合新课标的要求，也能满足小学生的学习需求。但目前

适合我国小学生阅读的英语绘本匮乏。笔者结合自身参与编写原创英语分级绘本以及进行绘本阅读教学的经历，展开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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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英语绘本编写的目的与原则

第一，编写难度适宜的绘本。美国语言学教授克拉申认为，

外语教学时应该尽量向学生提供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为学生习得

语言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可见，要注意其语言应在学生英语知

识的最近发展区之内，不超出学生的理解水平。

第二，编写话题匹配的绘本。绘本内容应尽量和教材的单元

教学内容同步，作为教材的拓展和延伸。杜克特和培考德提出：

当语篇中包含语境线索，且读者先前知识被激活时，会更有利于

学习单词和进一步理解文章，其中先前知识包含母语和二语之间

的联系以及学习者对话题的熟悉程度。译林版小学《英语》教材

每个单元都设有不同的话题，可以结合各年级各单元的话题为基

础编写故事。例如三年级绘本 Thank you!，就是以译林版小学《英

语》三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主题“食物”为话题展开的故事。

第三，介绍阅读策略。例如借助图片猜测词义、联系上下文

猜测句意、利用略读法概括文章大意、利用寻读法查找关键信息等。

以三年级绘本 How beautiful! 为例，在 Let’s think 板块中呈现了故

事中的新词 fairy，提问 What is a fairy ？ 引导同学们观察图片猜测

生词的意思。通过图片观察和自身的生活经验，同学们一下子就

能猜出 fairy 是拥有魔法的仙女。紧接着再让同学们从四幅新图片

中选出 Who is a fairy ？ 加深了同学们对新词的理解与记忆。

第四，渗透拼读方法。译林版小学《英语》教材里每个单

元都设有 Sound time 板块，让同学们探究、发现拼读规律，从而

形成见词能读、听音能写的能力。创编绘本时，也可以逐步渗

透字母和字母组合的发音。以绘本 How beautiful ！为例，笔者将

Peter、please、red 这些单词编入故事，让同学们在阅读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感知字母 P 和 R 的发音规律。

第五，设计“与时俱进”的练习。绘本练习不再仅仅是回答

问题、判断对错，应打破“对”还是“错”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

代之以更加开放、灵活、多元的练习。应通过真实的语言实践活

动的设计，让同学们有更多机会将语言学习和运用结合起来，以

提高他们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二、小学英语绘本编写的要素

笔者在参与开发小学英语绘本的过程中发现若要编写出富有

情境、情节生动、语言鲜活、图片精美、内涵丰富的绘本，还应

关注以下要素：

（一）丰满的情节

绘本编写，绝不是围绕某个主题，将目标词句简单堆砌。作

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定要注意描写故事情节的发展、角色之间

的关系以及个体角色的情感变化等。以创编食物主题的三年级绘

本为例：

一开始，笔者只考虑到语言知识本身。把同学们在一、二、

三年级学过的有关食物的单词和教材里出现的相关句型编成一个

搞笑的故事，取名为 Good luck or bad luck ？ 它主要描述了一个小

男孩 Tom 肚子饿了，但几次三番都没有吃到可口的食物。首先他

的糖果被同学们抢走了。接着他买了一个热狗，坐在公园的长椅

上正准备享用时，突然来了一条狗，叼起他的热狗就跑。然后他

又想去小吃店购买苹果派和冰淇淋，付钱时却发现自己的口袋里

破了一个洞，钱丢了。最后他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发现爸爸妈

妈也不在家，没有晚餐，Tom 抱怨今天的运气糟透了。

上述编写的故事，其致命的问题就是缺乏丰满的情节。经过

对优秀绘本的研读、与编辑老师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一个有情节、

有画面、有意思的绘本故事 Thank you! 跃然纸上。它描述了主人

公 Tommy 在回家的路上，先后将自己的棒棒糖、可乐和汉堡包分

享给需要帮助的小女孩、环卫工人和两个男孩。之后天气突变，

暴风骤雨时，两个男孩因 Tommy 的举动学会了分享，主动将雨伞

借给 Tommy。他们还一起帮助路人阿姨拾起散落一地的水果。原

来路人阿姨就是先前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为了表达感谢，小女孩

和妈妈将水果分享给 Tommy 和两个男孩。一句看似简单却又意义

非凡的 Thank you 贯穿故事始终，它所象征的美好、温暖与甜蜜直

扑人心。故事里渗透着分享教育，寓教于乐，而非简单的说教。

（二）详尽的图片说明

绘本中的主角是图画而非文字。从目前已有的绘本来看，不

难发现：没有文字的绘本不但存在，还有可能是优秀的绘本，而

没有图画的绘本根本就不能称作绘本。那么，创编绘本，不仅要

编文字，更要编图片。在创作文字部分的同时，要事先考虑好需

要哪些图片信息来对文字进行说明和补充，要考虑好需要读者从

画面中发现什么、观察到什么、感觉到什么，从而尽可能详细地

描述图片，以便画图与绘图。以绘本 How beautiful! 为例：书中第 4-5

页，文字只有两句：How beautiful! I love these flowers. 图片说明描

述如下：图书馆里，小男孩 Peter 正在书桌前看书。翻开的那页上

画着蓝天、白云、郁郁葱葱的大树、五颜六色的花朵，一簇簇，

一团团，一片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美丽。Peter 沉浸于

书中的美景，脸上泛出欣喜之意。故事的时间、地点、背景、人

物及情感等都要在图片说明中体现。

三、小学英语绘本教学案例

以三年级绘本《How beautiful》为例

【教学目标】

1. 通过阅读，能理解故事内容。

2. 能实践并掌握初步的阅读方法，例如仔细观察图片，读出

文字以外的信息；借助图片、上下文理解生词、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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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向主人公皮特学习，爱护环境，让城市变美丽。

【教学流程】

Step 1：读前活动：

1. 读封面。

①绘本叫什么名字？ How beautiful!

②观察图片，他们可能在干什么？

预设：他们在玩。他们很开心。有个男孩在看书

老师适时补充：那个男孩就是皮特。

③呈现小仙女飞进来，她是谁？

What is a fairy ？ 

让同学们发挥想象。

< 教学策略说明 > 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绘本，首先读封面，潜

移默化地让孩子们习得阅读策略。通过观察封面的图片，引领小

读者们一起走进故事，或想象、或预测，边阅读边思考。

Step 2：读中活动

1. 故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自读绘本，完成连线配对活动。

（2）小组核对答案。

（用同屏技术呈现一组答案，请那个小组的成员汇报）

2. 观察两幅图片，做找不同的游戏。

（1）呈现皮特看到书上的美丽图片与现实中窗外景色图片的

对比图。

规则：

①小组将不同的地方圈出来

②借助词组或句子说一说

老师示范：指着图 1 和图 2 说：第一幅图，有绿油油的叶子；

第二幅图，没有树叶。

（同学们拿出贴好两幅图的合作板，开始小组合作。）

< 教学策略说明 > 通过观察、对比插图，找到矛盾点，并用

自己的语言尝试描述，了解 Peter 所在城市的环境问题，从而更好

地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心情，产生共情。这里小组合作在语言输出时，

允许孩子们差异化地表达，基础好的孩子可以说出 2 个完整的句

子来对比，而语言储备少的孩子则可以用学过的单词、词组加上

肢体语言进行对比。

（2）全体呈现：小组代表描述不同的地方，老师适时帖板书。

< 教学策略说明 > 老师先整体询问：有几处不一样？了解小

组间的大致情况，孩子用手势反馈找到几个不同点。老师先请发

现少的小组代表来汇报。让不同层次的孩子都有话可说。

（3）第一幅图是皮特在哪里看到的？同学们回答：在书中。

老师引导：是呀，可是实际生活中环境不好。

（4）皮特会怎么做呢？小组读 p.8-12，填空。

He waters the trees with green，red and yellow water.

追问：他的愿望是什么？出示书上的 3 幅插图，引导同学有

感情地回答：大树绿的叶子，红的黄的果实。

（5）他的愿望实现了吗？同学们齐声回答：没有。老师追问：

皮特心情怎么样？同学回答：他很难过。出示皮特的话，请同学

模仿读一读。

3. 出现仙女飞进来的图片，并听听仙女说的话。

（1）提问：皮特和他的朋友们干了什么？两人一组读 p.14-15

并回答。

建立学习站：在两人一组进行学习的时候，将班上 1-2 个学

习能力比较薄弱的同学召集到老师身边，给与额外的关注和及时

的辅导：首先听他们朗读，老师及时正音，教授新单词，并指导

他们观察图片，猜测词义；再跟着老师朗读一遍；在老师的帮助

下尝试回答问题，以检测理解程度。

（2）集体反馈。根据同学们的回答，老师适时出示板书：浇

水，除草，将垃圾放进垃圾箱

4. 他们做了很多保护环境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分角色

郎读 p.16-21。

< 教学策略说明 > 给同学们创设一个真正地相互学习的机会，

首先 4 人小组分角色朗读绘本 16-21 页。4 人之间可以听到他人

的朗读，再共同评选出朗读最好的做小老师，进行带读。在此活

动中，孩子们积极地参与、主动地合作，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也是评价的主体。

5. 小组展示完朗读后，让同学们观察图片，有感而发，说出

多样的句子。

< 教学策略说明 > 这样开放性的提问，可以充分发掘学生的

不同潜能，体现差异化教学。基础一般的孩子可以根据绘本上原

有的句子稍加以改变，例如“How nice!/Great ！ /Good!”等。而对

于语言能力强的孩子，他们有了操练和施展的机会，他们可以说

出完整的句子或几句话组成的语篇。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

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自主发展空间。

Step3：读后活动

6. 看视频。

< 教学策略说明 > 老师为每个小组提供 1 个平板电脑和 5 个

不同的二维码，同学们可以浏览题目，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视频扫

码观看。老师提供了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英语学习

资源，拓宽了学生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并尊重学生主体和个

体差异，给孩子们选择的机会。

7. 怎样让南京变得更美丽？请同学们回答。

（1）每人选一个活动

（2）组成新的小组

（3）小组合作，完成活动

< 教学策略说明 > 考虑到多元智能理论，这里围绕同一个主题，

设计了 3 个不同类型的活动：把想到的做法编成歌、把想到的做

法用宣传画呈现、把想到的做法演出来。让每个孩子结合自己的

智能或兴趣点自由选择，即时跑组，构成“志同道合”小组开始

合作。

规则：

创编歌曲：借助平板，一起演唱

制作海报：粘贴图片，写倡导语

编排短剧：皮特和朋友们又在行动了，他们可能做什么？说

什么？

老师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记录拍摄制作海报和编排短剧的

小组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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