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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程哲学的小学民间故事课程开发研究
支小波

南通市如东县马塘镇潮桥小学　226415

摘　要：统编语文教材编排了许多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其中，民间故事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是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资源。这些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想象大胆合理，深受学生的喜爱。但“教材无非是个

例子”，教学中教师要举一反三，通过多元教学方法等，让学生感受故事的魅力，获得思想的启迪。同时，还要结合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征，以此为生发点，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持续地、广泛地阅读，做故事的传播者、文化的传承者，甚至是

故事的记录者或创造者，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鉴于此，本文对基于过程哲学的小学民间故事课程开发

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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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哲学概述
过程哲学（ProcessPhilosophy）是由怀特海创立并对现

实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哲学流派。过程哲学认为现实世界是
具有内在固有联系且有机协调的现实存在不断相互关联与协
调的互动过程，教育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同样是一个过程，
只是它有自己独特的节奏与阶段。节奏是人的身心富有韵律
感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脉络，是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时间
段表现出来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快慢、典型特征与非典型特
征等影响因素为明显表征交织而成的如音乐节奏般的教育实
在，是每一个有教育基础与经验的人所必须经历并在实际中
有意或无意要遵循的原则。

这一原则旨在遵循学生成长的自然规律，在他们心智发
展的不同阶段运用适宜的课程与教学方式来唤起他们的求知
欲与好奇心，促成学生的最佳发展状态实现。教育的目的就
在于成就自我，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在这一目的指引下，
慢教育的追求显得异常重要，尤其是在早期教育阶段，随性
自由巧妙地回应了教育的无目的性；再到精确阶段，虽有定
向引导，并非控制约束，而只是引向成就自我的疏导；综合
运用阶段更是以驾驭规律和规则形成自觉自为为突出特征，
而志在自我实现。整体来看，各个阶段虽有区分，又无明显
界限，而且每一阶段都彰显了自由的价值与力量，在不被控
制或强制的疏导中引向自我潜能的生发和自主学习的实现，
并取向学习、生活、工作、娱乐四位一体的终身学习与自我
实现境界，孕育人世之大善大美。

二、基于过程哲学的小学民间故事课程开发
中国民间故事在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频率较高，

几乎每个年级都要学习。因此，笔者选取《中国民间故事》
这本书进行阅读指导，不仅贴近教材内容，易于学生理解、
掌握，而且在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让学生在阅读更多民
间故事的基础上体会其中蕴含的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
（一）激发学生阅读期待

预测策略是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提出的，是指学生在阅读中根据有关信息对文本的情节发
展、故事结局、人物命运等进行自主假设，并在阅读过程中
寻找文本信息验证假设。

例如，在《中国民间故事》的导读课上，笔者就让学生
打开目录，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故事题目，预测故事可能讲
的是什么，然后再去阅读。为此，笔者制作了如下学习单，

让学生在“预测—阅读—验证”的过程中填写：①我最感兴
趣的故事。②我猜想的故事情节。③实际的故事情节。

这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运用预测策略来读故事，而通过对
比自己猜想的故事情节和实际的故事情节，学生能够更深刻
地感受与把握民间故事的内容特色。
（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提问是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强
调的阅读策略。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时提问，既能让他
们明确阅读的目标，也能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文本中，加深对
文本的理解。

《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的版本很多，阅读时，笔者没
有规定学生一定要读哪个版本，因此，每个同学读到的故事
不完全一样。所以在阅读交流课上，笔者就设计了“好故事
我推荐”环节，让一位同学向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故事，其
他同学边听边提问题。其中，有一位同学向大家推荐了《巧
审“大善人”》这个故事，其他学生听到题目就产生了很多问
题：“‘大善人’为什么要加引号 ?”“为什么要审 ?”“巧在哪
里 ?”在接下来的推荐演说中，这位同学要根据大家询问的
问题一一解答：“‘大善人’加双引号，是因为大财主并不善
良，他作恶多端，却自称‘大善人’，是为了逃避惩罚。”“之
所以要审，是因为这位大财主作恶多端，人们希望他得到惩
罚。”“‘巧’就‘巧’在这位财主十分狡猾，把自己伪装成
‘大善人’逃避惩罚，但审问他的举人艾玉聪明机智，利用
‘大善人’的身份，让这位财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
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演说的同学对自己推荐的故事有了更
深刻的把握，而提问的同学也对故事细节充满了兴趣，课后
就会带着问题去阅读。

三、结语
在小学民间故事课程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教师需要坚坚

持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生活实际出发，在不同阶段运用
适宜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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