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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童话教学策略 
◆曾竞文 

（竹岐中心小学  福建福州  350107） 

 
摘要：在童话作品里面，其语言之优美、故事情节之动人，都可以使孩

子进入到美好的情境之中，使孩子从中接受更真、更善、更淳的熏陶。

虽然很多教师已经总结了小学语文童话教学的实用方法，但是，在童话
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重形式、轻思想、教学层次浅等问题。本文以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童话教学实例为依托，从小学生的认知和审美特点

出发，总结了小学语文童话教学现状，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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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可以给儿童心理成长带
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怎样提升童话文本教学效果始终都
是教育工作者所要进行的重点项目之一。认识童话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位置、了解童话教学实际工作中易于发生的问题，对于增
强童话教学质量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一、对小学童话作品教学的认识 
（一）童话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根据统计，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二册中，共有 26 篇课

文，其中童话为 4 篇，在该册语文教材课文中占比 15.4%；在人
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册中共有 20 篇课文（不包括拼音单元），
其中童话为 6 篇，在该册课文中占比 30%。由此可见，童话在小
学低年级课本中占有较大比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因
此，童话教学模式的研究分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小学生心理认知特点 
儿童很容易在阅读童话时被童话中的故事情节吸引，被其中

的美感所打动。在童话中，小动物和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生活，
这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童话中，许多事物
和人一样会说话、会思考，符合儿童在特定年龄阶段对事物的认
知特点，儿童更容易通过童话开始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数儿童喜
欢阅读趣味性浓、浅显易懂的儿童作品。儿童的审美具有趣味性、
表面性和直观性的特点，所以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童话课文大多都
是以有趣夸张的情节和浅显的对话作为主要内容的。比如《小松
鼠找花生果》中描写花生花“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
外鲜艳。”体现了儿童审美心理的直观性特点。也反映了儿童比
较浅显的认知方式。认识到这一点，教师就要按照儿童心理的发
展规律，因势利导，培养学生的审美和价值判断。 

二、小学童话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有经验的教师在童话的教学实践中会按照新课改的要求有

意识地设计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中津津有味地欣赏童
话，饶有兴致地讨论童话，将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引入童话
教学课堂。但是，很多语文老师套用这些教学方法时，常常会出
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源于教师自身的局限性。 

（一）重形式，轻思想 
如果教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匮乏，而一味模仿其他教师在

教学中取得过显著效果的教学方法，则很容易进入重形式、轻思
想的怪圈，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比如，童话教学的过程总，
虽然部分教师植入了表演、游戏等环节，却仅为了追求这些表演
和游戏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教学最实质的——对儿童审美思维
和价值判断的引导，在热热闹闹的教学氛围中却缺乏与学生之间
的心灵沟通。这样的课堂里，童话的教育性和思想性对儿童的影
响就大打折扣了，童话教学的目的很难实现。 

（二）想象匮乏、教学层次浅 
童话故事总是充满了幻想和夸张的色彩，教师在童话课文的

教学中应当从儿童的角度去感受童话的内容。如果局限于成人的
视角，用日常认识去理解童话，则教师自身的思维受其思维定式
所局限，教师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童话作品的表面，教学中就会阻
碍同学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三、小学语文童话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把童话栽回到幻想和想象的土壤中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就要在教育实践中充分利用语文
课堂这个主阵地，挖掘利用各种有利因素，童话教学正是达成这
一目标的有效突破口。童话故事是富有幻想和想象力的作品，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带领学生利用想象进入到童话深层
意境之中，从而促进学生对文本思想感情和道理的理解。在实践
教学中，我们一般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教学内容的主
旨：初读时的激发兴趣，再读时的感受故事，深读时的大胆创新。
实际教学过程中，利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同
一文本再三阅读、了解并揣摩童话所创设的境界中，继而深入理
解童话故事的主旨，感悟作者心中的思想情感，领悟生活的真谛。 

（二）弄清故事的“前因后果” 
童话故事在表述时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即在于故事

结构完整，并且绝大多数童话故事均遵照事情发展顺序加以描
写，同时情节却非常离奇曲折，所以童话便具有了引人入胜的魅
力。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童话故事发生的原因、
过程、结果，还有故事里面所涉及的人物（当然指的是利用拟人
手法所写的动物或者植物等）有什么，他（它）们在故事中担任
什么样的角色等。帮助学生了解故事的结构、脉络，掌握故事的
情节、顺序，对故事发展过程形成完整的认知，达到举一反三的
效果，让学生在之后的教学中也能迅速抓住故事的结构与发展。
经过这个过程，启迪学生的思考和想象，深化学生对于童话主题
思想的理解。 

（三）多元的教学方式 
1.创作故事的另一种版本 
很多童话的结局可能并非读者所喜欢，难以避免在读者心中

造成遗憾，虽然这些遗憾是创作者为了表达主旨刻意安排的。通
过教师的启发，学生能够通过改写童话锻炼想象力、发展创造力，
并且经过教师的因势利导，深刻理解作者的文章用意。 

2.为故事编“续集” 
好故事读过之后总让人感到意犹未尽。当学生在童话意境中

畅游时，一旦故事结束，学生就会不自觉产生一些失落情绪，进
而对童话的后续情节产生联想。在教学中，教师不妨抓住这一点，
鼓励同学续编故事，给学生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创作才华，发展学
生的想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续编可以采取
口头表达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写作文的形式，比如《小马过河》
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启发同学：“学习这个故事以后，同学们一
定变得更聪明了，现在想想如果你是小马，你要妈妈干活，你会
怎么做呢？学生便可以进行随意续编，在自由创作中，学生可以
增强创造力与想象力，这种能力的提升是潜移默化的。 

3.让生动的画面感成为生动的画面 
4.让故事“活”起来 
作为深受儿童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童话深受广大儿童欢

迎，因此可以借助这种优势给童话配画，这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
这样做能够增强学生在图画艺术表现方面的能力。 

四、结语 
总之，童话对于启发小学生智力、提升小学生的审美力和判

断力，培养小学生优秀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童话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重视童话内容的
开发，还要加强学生对童话的情趣体验，深入挖掘童话内涵，激
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童话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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