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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之下统编教材中民间故事类文本的教学策略 
高尚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小学部）   210000） 

摘要：本文根据民间故事类文本的独有特质，结合民间故事自身的规律和儿童语文学习的规律，关照《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

版）》和统编教材对此类文本的学习要求，笔者从“用想象的方式，浸润民间故事圣殿”“用故事的模式，架构民间故事课堂”“用儿

童的心灵，体味民间故事之美”三个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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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华夏儿女立身处世

的价值标准，对中国人的行动准则潜移默化地起到规范作用。统编

教材更是充分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在语文教学中刮起

了强劲的“中国风”。 

民间故事，是其中 具活力的文学样式之一。早在一九七八年

我国就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大纲中对小语教材编写的指导意见里提出：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

在选择表现形式时，多注意采用童话故事、寓言故事、民间故事等

体裁。于是笔者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定为作为语文课程资源的民间故

事类文本。 

一、用想象的方式，浸润民间故事圣殿 
民间故事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与儿童的现实生活之间或

多或少存在着差距。所以执教者在面对这类文本的教学时，无论是

朗读故事、讲述故事，还是品读角色、感受情节，都离不开想象。

而想象是儿童擅长的思维游戏，执教者在教学时应该顺应童心，通

过想象朗读、想象体验、想象理解、想象表达，和学生一同走进民

间故事。 

1.品味语言，想象朗读 

感情朗读，是对通过语言塑造出来的形象的个性化且直观的表

达，只有边读边想、边想边读，才能在头脑中浮现故事的画面、激

活人物的形象、感受情节的传奇，才能让民间故事类文本中质朴直

白的语言变得有温度、有感情、有味道。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中也提出：“重视朗读，借助语气语调、重音节奏

等传递汉语声韵之美，在反复朗读中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以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猎人海力布》片段为例： 

海力布知道着急也没有用……要救乡亲们，只有牺牲自己。他

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

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鸟都飞走了。”接着，他就…… 

海力布的话，是在非常危急关头之下，为了让乡亲们离开村庄、

躲过洪水而说的。朗读中要想突出人物的特点，把握好提示语很关

键。一个“镇定”，活脱脱勾勒出了海力布在危急关头的沉稳、冷静，

也为后文乡亲们成功地逃过一劫作了铺垫。关注到这些，学生在读

的时候就可以准确把握情感基调，语速要适当快、语调要稍显高昂，

字字清晰，虽焦急但不慌忙。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想象朗读，加

深对故事内容、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2.角色代入，想象体验 

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传奇。如果置身事外，

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故事，不能真诚地参与其中，是无法真切

地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是无法随着一波三折的情节获得故事

本身所带来的愉悦感。在执教《牛郎织女》时，可以请一位同学当

织女、几位同学当一起偷偷下凡的众仙女，让学生代入各自的角色

身份，大胆想象织女决心留在人间后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生：姐妹，你这样做，若是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一定不会再

认你了！ 

生：织女，你堂堂一个仙女，和凡夫俗子在一起，你这是在自

降身价啊！ 

生：织女，你如果留在人间，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的！王

母娘娘一定会派天兵天将来捉拿你，把你捉回天上！关在暗无天日

的小黑屋，吃不好睡不好…… 

生：织女，你确保牛郎就不会变心，会一直死心塌地地爱着你吗？ 

在一来一往的对话和劝诫中，学生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织女

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挑战、甚至质疑，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织女毅然

决然选择留在人间、陪着牛郎，这是多大的勇气！在角色带入的过

程中，想象体验，体会织女无畏、顽强、坚韧的形象，领悟创作民

间故事的劳动人民对真挚爱情的勇敢追求。 

3.借助插图，想象理解 

仔细翻阅语文课本，会发现每篇课文都附有与文本、与文字相

呼应的插图。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且可

拓展儿童的想象”。执教者在予以学生充分品读和体验的基础上，巧

用民间故事类文本中的插图，促成学生的合情想象，引导学生走入

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喜人物所喜，乐人物所乐，急人物所急，恨人

物所恨，对进一步理解故事的内容和主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例如，五年级上册教材中的《猎人海力布》讲述了一个热心助

人的猎人海力布，因从老鹰手里救出一条小白蛇，而获得一颗含在

嘴里就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但是动物说的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否则就会变成石头。有一天，海力布上山打猎，听见一群鸟在议论，

今天大山倒塌，洪水淹没村庄。海力布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急忙叫

大家赶快搬家。可是不管海力布怎么催促，大家不明所以，都不愿

轻易搬家。 后，海力布为了救大家，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

出来了，刚刚说完他就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教材中的这幅插图

描绘的是海力布劝乡亲们赶快搬家的情景，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

生关注插图——海力布高举的双手、焦急的神情和周围众人的反应，

想象他是怎么说、怎么做来努力阻止大家进入即将面临危险的村庄

的。这也为后面海力布为救大家而说出真相、变成石头埋下了伏笔，

更突显其舍己救人的品质。这幅插图不同于手绘图画，而是通“剪

纸”这一中华传统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图文并茂，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用故事的模式，架构民间故事课堂 
民间故事的创作是老百姓把现实生活进行故事化的过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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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类文本的教学要遵循故事的轨迹，用故事来唤醒和点 儿

童纯真的心灵。 

1.听故事，创设氛围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会听到一个词“首因效应”，说白了便是

第一印象。在课堂教学中，同样受用。民间故事作为语文教材中的

一类特殊文体，因故事性被儿童所接受、所喜爱。课始，执教者不

妨给学生读读所要学习的民间故事文本，用读的方式把讲故事的娓

娓道来之感表现出来，不仅仅要靠富有感染力的语气，还要借助手

势、表情等体态语，通过声音把感情传递给学生，引起内心深处的

共鸣。无形中进一步拉近儿童与民间故事的距离，更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陶冶和感染。 

2.读故事，入情入境 

故事不仅是眼睛里的文字，更是耳朵里的文字。了解故事的梗

概，聚焦人物的特点，感悟文本的主旨，渗透写作的手法，这些是

一节优秀的民间故事类文本教学所必需的因素。那么，如何实现和

达成呢？民间故事类文本的情感和价值的指向都潜藏在字里行间，

因此，唯有通过读和想象，边读边想、边想边读，才能入情入境，

才能使得儿童与人物角色之间没有隔膜，才能使得儿童自然而然地

发现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才能使得儿童真正习得这类文本的写作

手法并成为民间故事在流变过程中的书写者。 

3.讲故事，绘声绘色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于不同年段的学生

在阅读要求上也各不相同，但异中有同，对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训练

是始终不变的，对于故事类文本，通过讲故事或复述故事的形式，

同样都是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纵观教材中的民间故事类文本，

几乎都离不开“讲讲这个故事”或“复述故事”，这也是语文要素对

这类文本的具体要求。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单纯地依靠自己的感情充沛的语音语调、

或是技巧性的重音、停顿等等是不够的，这只是“绘声”；当面对一

个个鲜活的个体，怎样讲故事才能引人入胜？当然还要做到“绘色”，

即借助适当的眼神、表情、手势和身势等可视化语言。另外，这个

过程也能够将儿童置身于古时候劳动人民在口口相传讲故事的情境

之中，从而更真切地感受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民间故事，不仅要

讲清楚，还要讲生动。 

4.编故事，关照整体 

学生在对民间故事中人物的品读、情节的把握、语言的赏析、

主题的领悟有一个整体的统筹之后，再让学生回到民间文学的故乡，

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也正是民间故事这类体裁在一代一代人口耳

相传的过程中的变异性，给学生、给语文教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统编版五年级上册教材中《猎人海力布》的课后习题就要求学

生试着以海力布或乡亲们的口吻，讲一讲海力布劝说乡亲们赶快搬

家的部分；《牛郎织女（一）》的课后习题要求将课文中简要的情节

发挥想象说得更具体。在对故事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感情有了更深的

理解、对民间故事类文本的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之后，学生基于文

本，再进行创意性表达。 

5.演故事，留有余味 

只有在读好故事的基础上、在理解感悟透彻的基础上，才能绘

声绘色、声情并茂，才能真正走进人物内心、走进故事本身。而表

演恰是对个性化体验和感受的外显过程，在演好角色的同时，执教

者可以请一位同学充当画外音，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推动故事

情节的发展，从而把讲故事和演故事很好地结合起来。 

6.缩故事，内化于心 

在理清故事脉络、提炼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学生通过摘录、删

减、概括、改写等方式，把长篇幅的民间故事，缩写成一个简短的

故事，在有限的时间里，介绍给别人，讲述给身边的人。一方面，

锻炼学生提炼和概括、组织和表达的语文基本能力；另一方面，学

生将故事真正内化于心，而后在生活中传承民间故事、发扬传统文

化，这也是民间故事被选入统编教材的意义。 

听、读、讲、编、演、缩故事这六个版块，执教者在实际教学

中既可单独成块，也可叠加推进，从而使得民间故事类文本讲读教

学的课堂充满浓浓的故事味。 

三、用儿童的心灵，体味民间故事之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感受语言文字

的美，感悟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民间故事类文本兼具故事

类文本的一般教学策略，但同时民间故事也具备不同于其他故事类

文本的特质和美感。比如写景类文本中的美是外显的，是通过优美

的文字、通过直观的画面呈现在儿童眼前的或脑海中的；而民间故

事的美是内隐的，不仅仅需要儿童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嘴巴去

读，更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味。针对前文对民间故事类文本独特

特质的研究，执教者在设计教学以及实际教学过程中，应牢牢抓住

民间故事类文本的人性之美和张力之美。 

1.人性之美 

民间故事类文本在主题上往往反映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理

想的憧憬，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体现人性执着的追求。比如统编

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牛郎织女》一课，经由叶圣陶先生之后，而后

被选入教材、经过改编后，在写法上确有许多值得学生学习和借鉴

之处，比如时间线索清晰明了、设置悬念引人入胜等等，但是与此

同时作为执教者更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篇寄托着广大民众美好愿望

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带给学生 大的触动是牛郎对自

由爱情的勇敢且执着的追求，是老百姓透过故事所传达出来的那份

对美满幸福的爱情的向往。这也正是民间故事类文本区别于其他文

体、而闪烁着的 耀眼的人性光辉。 

2.张力之美 

被选入教材中的民间故事，在经过一定的删改之后，字数缩减、

篇幅变短，文本浅显简练，但是故事的轮廓依然清晰、情节的传奇

色彩显而易见，并不影响学生对民间故事情节的审美。这也正是民

间故事类文本的魅力所在，是其能够吸引儿童阅读期待和阅读兴趣

的原因之一。曲折传奇、张弛有度的情节引发儿童内心情感的波动

起伏，使得儿童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用想象的方式将自

己代入到故事文本的角色之中，从而会产生惊讶、或感到可惜、亦

或获得满足，这是民间故事类文本所具有的张力和弹性。 

每个人的童年或多或少都有故事的陪伴，或是童话故事、寓言

故事、神话故事，亦或本研究中的民间故事，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会

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扎根在儿童幼小的心灵深处。民间故

事作为一类故事类文本，不仅具有浓浓的“故事味”，更不能忘却那

清香幽远的“民间味”。用想象的方式、浸润民间故事圣殿，用故事

的模式、架构民间故事课堂，用儿童的心灵、体味民间故事之美，

力求让民间故事类文本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也使得民间文学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纯真儿童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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