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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童话教学中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姜芸秋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江苏苏州  215122） 

 
摘要：童话故事本身多为虚构，中间充满了大量的想象色彩，对于低年
级学生来说读起来通俗易懂，深受学生的喜爱。借助童话故事进行教学，
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童话故事的语言相对比
较简单、活泼、朴素，对于文中的人物与景物也是反复叙述，对于儿童
来说，不仅加深了对童话本身的印象，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词汇量。童
话用简短的故事刻画出生动的形象，因此在进行童话教学时，老师要引
导学生去领略童话故事的魅力，品读人与物的真善美，去激发他们无尽
的想象力，引导学生去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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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包括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两部分，在小学教育教
育中，要求学生用词准确、意思完整、句子通顺就可以。童话故
事从孩子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孩子阅读与表达的需要。
因此发展童话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童话故事的语言特点 
（一）奇幻性 
童话故事的取材大多源于现实生活，依靠幻想给动植物赋予

了人的色彩，如《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故事中描述，其他六
只小羊都被大灰狼残忍的吃进了肚子，只有最后一只小羊躲进了
钟里，没有被狼吃掉。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故事，被生动的
写进了故事中，童话故事里天马星空的想象与儿童的思维方式相
吻合，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在儿童眼
中，这个世界上的物体都是有生命力的。在儿童的世界中，花草
树木 、虫鱼鸟兽都是有生命力的，有灵魂有思想的。如耳熟能
详的《丑小鸭》中，这只混在鸭群当中的天鹅因为自己的外貌和
其他小鸭子不一样，因此常常被大家所嘲笑，她很自卑不敢照镜
子。在长大后她通过水面的倒影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外表，骄傲的
抬起了头。文中的丑小鸭带有人的感情色彩，她会开心也会烦恼，
情节离奇大胆，超出了成年人的思维意识。 

（二）童趣性 
天真童趣是孩子的本性，是低龄孩子所独有的，在小学一到

三年级比较突出，但是过了这个年纪，孩子的童真就会逐渐衰退。
孩子的童趣主要表现为好奇、想象力丰富、活泼、自然。由此得
知，孩子的童趣与童话故事所凸显出来的童真性在一定方面是相
契合的[1]。 

童话故事中塑造的城堡、王子公主、美丽的森林为孩子营造
出来一个绚丽多姿的世界。在美丽的童话世界中，满足了孩子心
灵上好奇，也实现了孩子心灵深处的小愿望。如《小壁虎借尾巴》
一文中，因为小壁虎的尾巴断了，它向其他动物借尾巴，却不知
道自己的尾巴已经长出来了，通过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将科学
讲授给孩子们，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三）拟人化人物形象 
童话故事中塑造出的形象，大多都赋予了人的色彩。花草虫

鱼都带有人的色彩，会说话会讲故事，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说“儿
童的天性是爱听童话故事的，当为孩子讲述童话时，如果花儿狗
儿都不会讲话了，那么孩子便失去了听童话的兴趣”。 

如我们熟悉的《乌鸦喝水》中乌鸦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喝到
了瓶子当中的水，这里的乌鸦被赋予了人的色彩，会思考、会讲
话，这深深吸引了孩子的阅读兴趣。此外童话的情节与人物设置
都很巧妙，本身就带有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动物王国开
大会》一文中，通过森林大会中老虎、狗熊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对
话，强调信息通知的全面性、准确性。将生活中常见的道理用生
动有趣的故事讲授给孩子们，有助于调动学生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活跃课堂气氛。 

二、在童话教学中的发展语言表达能力的方式 
（一）有感情的朗读，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童话故事中用夸张，诙谐的语言去塑造丰富多彩的形象，这

引起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朗读的过程也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但在阅读时需要带着感情色彩去朗读。将学生引入这美丽的童话

世界当中，在有感情的朗读中感受童话故事语言的魅力。当孩子
在朗读的过程中，精彩的情节容易引发孩子的好奇心，在孩子们
朗读的过程中培养了他们的语感。 

在朗读时，孩子也容易记故事中丰富的词汇，为后期的阅读
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角色扮演，感受童话的乐趣 
童话故事中人物形象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因此很

适合制作成动画或者是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分角色扮演。因此在童
话教学时可以以引导孩子们扮演故事中的角色，培养孩子的想象
能力，让孩子们从心灵深处感受到童话故事的魅力，从而激发孩
子的学习兴趣。如《小马过河》的故事中，可以让孩子们分角色
扮演小马、老牛、小松鼠、小马妈妈，让孩子的表演中喜欢上童
话，借助孩子分角色饰演锻炼孩子们的表达能力。此外也可以借
助现代化的设备，播放相应的视频，在看完视频后，引导学生模
仿故事的情节与形象。让孩子在角色扮演中感受童话世界的乐
趣，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 

（三）借助情景教学，鼓励学生勇敢表达 
学习就是为了方便日后的使用，听老师教童话故事并不是简

单地给孩子讲故事。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才是童话教学的重
点，因此在童话教学中，老师需要采用多种方式，激发孩子的想
象，鼓励孩子敢说敢做。并且在讲的时候需要注意句子的逻辑顺
序，让其他人能听的明白[2]。 

如讲授《青蛙卖泥塘》，老师可以引导孩子们大胆的想象，
让孩子们想象自己就是这只卖泥塘的青蛙，当自己卖泥塘遇到小
动物们提出的问题时，让孩子们体会小青蛙的做法，引导孩子们
寻找小青蛙最终为何又不卖泥塘了。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对于
孩子们来说，根据老师的引导，积极的畅所欲言，不断的跟老师
和同学进行交流，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分析故事的人物形
象，也让孩子们可以大胆进行幻想，假如我是小青蛙，我会做什
么，我会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才会将泥塘卖出去。有对于孩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好的锻炼，尤其是在口头表达能力上。 

（四）鼓励学生进行童话创作 
有的童话故事结尾比较幸福，有的却是悲剧，如《小猴子下

山》一文中，小猴子一路上遇见了很多好吃的，但是因为小猴子
见到新的就抛弃了旧的，不明白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到头来什么
都没有的到。而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比较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希望
善良的人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因此老师就可以引导孩子们积极进
行的童话创作，可以让孩子们在课上积极发言谈论，在课下引导积
极的进行续写或者改写，进自己想到的都可以用笔写下来[3]。 

三、结束语 
通过孩子的仿写或者是自己创造，不断激发孩子想象的空

间，将童话中学习到的好词好句应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在于同学
的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的积累写作素材，在写作的同时提高自己的
语言表达能力，当孩子们能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自己话将
自己的故事叙述出来，既锻炼了孩子的书面表达能力，同时也锻
炼了孩子的书面表达能力。童话故事在现代的语文教材中还是占
有一定的比例的，童话具有精彩的情节，鲜明生动形象、间接优
美的语言。童话故事的教学中，老师要利用这些特点，引导孩子
们在童话的殿堂中品味童话的魅力，借助童话中的形象积极思
考，勇敢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借助童话，有效的提高孩子们的语
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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