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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故事味儿”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究 
◆吴爱金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华桥中心小学  福建南平  354100） 

 
摘要：增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故事味儿”对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增强“故
事味儿”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师重要的教学研究课题。为更好的
建构”故事味儿”阅读教学，本文浅谈”故事味儿”阅读教学的建构策
略，以期能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教学经验。 
关键词：“故事味儿”；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笔者认为，建构完善、系统的小学语文”故事味儿”阅读教
学对推动阅读教学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能增强学生的阅读想象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增强学生
的情感体验三个方面。而建构”故事味儿”阅读教学的策略也需
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本文按照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故事味儿”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的阅读想象能力 
学生通过阅读故事提升阅读想象能力，是 有效的方式之

一。新课改背景下，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涉猎各种各样的有趣故事，
在符合学生阅读情趣的基础上帮助其提升阅读想象能力，学生自
己也能通过故事学习课本中没有的知识，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故事阅读不同于普通的语文教材读物，其包罗万象，种类丰

富，总有一款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鉴于小学生的知识水平不
高，所以他们一般对于故事类课外读物 为中意，因为有趣的故
事情节能激发其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首先，学生阅读大量的故事读本，本身就是汲取生活经验、

品味趣味人生的 好方式，所以可以开拓学生眼界，让学生懂得
更深更广；其次，优秀的故事读本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艺术因子，
学生长期涉猎这些读本，会自然而然的陶冶情操、提升气质。 

二、“故事味儿”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一）基础和前提 
1、教师推荐，确保故事材料的质量 
小学生由于没有很强的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所以尚不能自

己选择图书。而为确保故事材料的质量，笔者认为应采用“教师
推荐”的方式，即教师先向学生广泛征集阅读意见，然后根据学
生的兴趣搜罗故事素材并加以整合、筛选和分类。例如经过广泛
征集阅读意见，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喜欢漫画书和动画片，此
时教师就应以“漫画书”和“动画片”作为关键词，从图书馆、
网络中搜集阅读素材，在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教师再将所有的阅
读素材进行二次加工，将之装订成完整的故事册。 

2、学生选择，确保故事材料符合学生兴趣 
只有符合学生学习兴趣的故事材料才是真正适合他们自己

的阅读材料，新课改背景下，教育赋予了学生选择和拒绝的权力，
即学生有权力拒绝那些自己不喜欢的阅读材料。所以教师在让学
生选择阅读材料的过程中，需格外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学生选
择应以学生的选择意愿为主，教师不得干预，更不能分配，这是

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每位教师都应当做到；第二，如果有的
学生不喜欢任何一种故事素材，教师需要让与其关系好的学生帮
忙，激发其阅读兴趣，因为有与其关系好的学生从旁劝导，学生
的心理会产生变化，会因为好朋友的关系去尝试接受自己不喜欢
的东西，这也是小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从众心理。 

（二）增强“故事味儿”的方法和策略——部编版二年级上
册《曹冲称象》 

1、创设情境，抛出问题 
通过还原特定的历史情境，学生能结合历史事实获得情感体

验，所以情境教学法对建构”故事味儿”阅读教学非常有帮助。
例如，教师先给学生展示曹冲指挥家丁赶着大象上船的图片，并
设问“曹冲为什么要让家丁赶大象上船，如果你是画中人物，能
够明白曹冲这么做的目的吗？” 

2、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采用分组教学法让学生讨论上述问题，分析曹冲称象带给我

们的启示，作者先生借助笔下曹冲这一人物，揭露了我们在面对
一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并
如何转换解决思路？然后以组为单位，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情节模拟，进一步增强其阅读体验。 

3、设置矛盾，激发好奇心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教师要设置矛盾，从而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其继续深入探究，例如有人说：“曹冲称象
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他利用了水的浮力和重力之间的关系，非
常直观。”，而还有人说：“曹冲称象的方法并不科学，因为利用
石头代替大象，是绝不可能得出大象的真实体重的。”，而基于这
两种观点，让学生讨论一下曹冲称象方法的利弊，并就自己反对
的观点提出三个反驳性的问题。 

4、双方辩证，调动情绪，增强学生的代入感 
采用分组教学法，将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组进行辩论，辩

论过程中，教师担当裁判，不参与辩论过程，而让正方双方就自
己认同的观点进行阐述，并对反方提出上述中准备好的问题，就
事论事，针对问题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已引导学生跳
出《曹冲称象》的文章内容，转而从更高层面分析作者的思想意
图，代入感更强，阅读”故事味儿”也更好。 

5、教师总结，明确思路 
双方辩论结束后，教师就可以对学生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总

结，包括“曹冲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曹冲称象》所表达的
思想主旨”、“我们应学习曹冲的什么学习品质”等等。为方便学
生学习，教师可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罗列问题的同时也列明知
识点，学生看图说话，阅读”故事味儿”进一步提升。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任何教学方法和策略都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目标 
阅读也是语文教学的一部分，所以在开展阅读活动的过程中

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不能脱离目标，把阅读搞成“四不像”。
所以在进行课外阅读之前，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入研究教学目
标，从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目标三个方面设计教学方案，整合教学思路，然后再考虑如何
增强阅读教学的“故事味儿”。 

2、教学过程需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学生的好奇心越强，其阅读欲望才更强，阅读体验才更好，

阅读教学的“故事味儿”才更浓。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通过历史故事、影像资料等教学素材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教师的引导材料需紧紧围绕阅读内容， 好是能直
观的体现文章主旨，这是非常重要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故事味儿”阅读教学的建构策略主要

分为“基础和前提”“方法和策略”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三部
分，每一部分都对提升语文阅读的”故事味儿”具有非常重要的
促进作用。当然，上述分析只是笔者的浅见，新课改背景下，教
师需继续秉持不怕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去探索和研究更多更
好的”故事味儿”阅读教学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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