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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教学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童话故事创编教学实践研究

张灶瑾 

摘要：经典的童话不仅能给人以启迪，而且可以作为习作教学的范本。童话故事

创编是第二学段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童话故事往往角色有特点，情节有波澜，

想象很奇特，故事有意义，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教师要分析教科书中童话选文的编

排，从童话故事的审美规范入手，用好教科书中的范文，选取童话故事的创编支架，

提高学生对童话故事的欣赏能力和创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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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童话不仅能给人以启迪，而且可以作为习

作教学的范本。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的统编小学语文

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中有大量童话故事。

教师要从童话故事的审美规范入手，用好教科书中的

范文，提高学生对童话故事的欣赏能力和创编能力。

一、童话故事的审美价值

（一）角色有特点

角色是童话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童话

故事中的角色除了人类，更多的是动物和植物。纵

观统编教科书中选编的童话故事，角色关系相对比

较简单。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大象的耳朵》中对

大象跟小兔子、小羊、小鹿等关系并没有作任何交

代，《蜘蛛开店》中蜘蛛跟河马、长颈鹿、蜈蚣等

只是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青蛙卖泥塘》中青蛙跟

老牛、野鸭、小鸭等也只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三

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习作例文《一支铅笔的梦想》中

铅笔没有跟任何角色产生交集，《尾巴它有一只猫》

中尾巴是猫身上的一部分。这些关系的设定只是起

到交代角色身份的作用，虽然角色与角色产生了交

集，但彼此间并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

虽然角色关系简单，但角色并不是随意选择

的，其中都隐藏着角色自身的特点。如尾巴是猫身

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身体部位特点，如大象的

耳朵很大，像扇子一样耷拉着，其他动物的耳朵都

是竖着的。有生理特点，如蜘蛛会吐丝，所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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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中让它织口罩、围巾和袜子；老牛因为喜欢

吃草，所以建议青蛙种草；野鸭因为喜欢戏水，所

以建议青蛙引水。此外，童话中的人物情感特点主

要以类型化居多。不管是大象、蜘蛛还是猫都没有

特别鲜明的个性。

（二）情节有波澜

童话故事的情节因果主要受作家情感逻辑的影

响，基本是单一的或者说是线性的，非常适合儿童

的阅读。童话中的情节设计虽然没有小说那么复

杂，但也需要一定的矛盾冲突。故事中的矛盾冲突

往往来自主角面临的一个个困难、烦恼或困惑。而

这些困难、烦恼或困惑以及如何化解这些困难、烦

恼或困惑，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如《大象的

耳朵》一文，围绕大象的耳朵应该竖起来还是放下

展开的，小兔、小羊、小鹿等都认为大象的耳朵应

该竖起来，而当大象将耷拉着的耳朵竖起来时，麻

烦也随之而来。小虫子在它的耳朵里跳舞，让它特

别不舒服。最后大象又只能让耳朵耷拉下来。每个

引人入胜的童话故事通常会在情节上制造些波澜，

有波澜的情节让故事变得更为精彩。

（三）想象很奇特

优秀童话故事的创编离不开丰富奇特的想象。

梳理统编教科书中童话故事选文，我们不难发现，

想象经常抓住角色的某方面特点，然后进行反向想

象。如通常我们会说猫身上有一条尾巴，三年级下

册的习作例文是《尾巴它有一只猫》；通常我们戴

的帽子是圆形的，但《方帽子店》中的帽子是方

的。有抓住角色某方面特点进行极大化或极小化的

想象，如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枣核》中孩子的个

头就是进行了极小化的想象。一个孩子只有枣核那

么大，这是不可思议的。有抓住人物或事物特点间

对比进行想象的，如《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中裁缝的性格慢到极致，顾客的性格急到极致。还

有一类比较普遍的想象是在情节上做文章，主人公

往往会经历许多波折，如遇到极大的困难或失去自

己最心爱的东西等。不管是哪一种想象，要想让想

象吸引读者，就要将所想事物的特点打破常轨。

（四）故事有意义

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启发意义，会给读者带

来颇具人生哲理的感悟。作家在创作前总会被一个深

广的世界观支配着，这种思想伴随着作者的选材和

表达，并通过作品或隐或显地表露出来。作品中的

思想、感悟或者说是意蕴可能是内隐的，它隐藏在

文字中，需要读者自己去思索品味。如《蜘蛛开店》

通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告诉人们，做事要持之以

恒，不能朝三暮四。作品中的思想、感悟或者说是意

蕴也可能是外显的，它直接通过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

口吻进行表达。如《大象的耳朵》中的大象，在经历

了一番让耳朵竖起来的尝试后，它发现耳朵放下来才

是适合自己的，由此通过大象的口吻说：“人家是人

家，我是我。”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正

确对待别人的看法，不要盲目改变自己。

二、童话故事的编排特点

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知识间的联系呼吁

系统化学习。［1］纵观统编教科书中关于童话故事

阅读篇目部分和创编部分的编排，我们会发现，构

成童话故事阅读篇目和创编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

系的。它们是围绕“让学生在体验童话故事独特审

美性的基础上，再进行童话故事创编”这个统一目

标进行编排的。

（一）系统的相关性

系统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元

阅读篇目和相应的单元童话创编活动呈现相关性。

统编教科书中唯一明确要求写童话的是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我来编童话”。部分想象类习作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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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写童话故事，但就其安排的相关阅读篇目及

单元习作主题和要求来看，也是趋向于写童话故事

的（见表1）。如四年级下册第八单元，以“中外

经典童话”为主题，编排了两篇精读课文《宝葫芦

的秘密（节选）》《巨人的花园》以及一篇略读课

文《海的女儿》，旨在引导学生多角度感受童话故

事的神奇有趣，让学生明白可以从不同角度开启想

象。这和单元习作要求“按自己的想法新编故事”

是相对应的。三篇课文情节虽然不同，但都围绕着

真、善、美等主题展开；单元习作鼓励学生在新编

故事中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引导学生在创作时

思考并展现人性的美好。习作主题与课文主题是一

脉相承的。

表1  想象类阅读篇目与单元习作主题

册次与单元 习作主题 阅读篇目

三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我来编童话

《卖火柴的小女孩》《那

一定会很好》《在牛肚

子里旅行》《一块奶酪》

三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奇妙的想象

《宇宙的另一边》《我变

成了一棵树》《一支铅

笔的梦想》《尾巴它有

一只猫》

三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这样想象真有

趣

《 慢 性 子 裁 缝 和 急 性

子顾客》《方帽子店》

《漏》《枣核》

四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我和   过

一天

《盘古开天地》《精卫填

海》《普罗米修斯》《女

娲补天》

四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故事新编

《 宝 葫 芦 的 秘 密（ 节

选 ）》《 巨 人 的 花 园 》

《海的女儿》

二是在同类语篇安排上呈现相关性。童话故事

类的阅读课文围绕童话的审美鉴赏这个大目标布

局，主要纵向分布于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中。这样

的编排主要是基于一、二学段的学生以形象思维为

主，他们的思维具有好幻想、超现实、理想化、变

形化和拟人化等特点［2］，其审美兴趣偏向于结构

简单化和表面化的事物。各年级童话故事单元中所

选编的童话故事基本是具有相关性的，如《我变成

了一棵树》《一支铅笔的梦想》《宝葫芦的秘密（节

选）》《巨人的花园》《海的女儿》等，都凭借奇幻

想象构建出了独特的世界，故事传达的主题情感多

与美好品质相关。

（二）系统的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阅读篇目的难易上和

创编要求的难易上。童话故事阅读篇目在编排上遵

循由易到难的原则。第一学段以阅读情节简单、语

言直白的故事为主，第二学段所需阅读的故事篇幅

增长、情节相对复杂。学生创编起步阶段，要求相

对简单，教师要引导学生基于简单的想象。随着年

级升高，创编要求也会相应提高，教师要鼓励学生

构建相对复杂的幻想世界和情节。教师不仅要明确

单元阅读教学目标，还要从童话创编角度出发，带

着学生发现经典童话的编写密码。只有基于指向明

确的创编目标和训练重点，学生才能在练习的过程

中了解童话的特点，掌握童话的创编方法。

三、童话故事创编的教学策略

就初学者而言，习作能力的提升是从常规的习

作技巧练习开始的。在学生习作基础知识掌握不到

位或投入审美想象出现困难时，需要教师提供支架

进行点拨或让学生进行模仿。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

一半根据对于语言文字的认识，一半也要靠虚心模

仿前人的范作。文艺必止于创造，却必始于模仿，

模仿就是学习。［3］

（一）关注童话故事的审美价值

从模仿途径看，小学生的童话创编主要基于语

文教科书。模仿既要关注范文中常规的童话编写技

巧，如常规的文体语言、结构布局、材料选用和主

题范畴等，也要关注审美的创编技巧，如塑造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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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角色，运用富有新鲜感的比喻、拟人、夸张

等修辞手法，构建富有张力的情节等。教科书只是

学生学习的范本，并不能涵盖所有学习内容。拓展

课外资源，适当适度的课外资源补充，能弥补课内

资源的不足，打开学生的创编思路，增强学生的创

编兴趣。四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宝葫芦的秘密（节

选）》一文的课后选做题，推荐学生阅读《宝葫芦

的秘密》这本书。教师在推荐阅读前，可结合单元

语文要素，提醒学生重点关注作者如何塑造鲜明的

角色、构建奇妙的情节，为单元习作“故事新编”

作准备。教师在进行童话经典文本的选择时，应从

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结合单元习作训练点

进行有机选择，二是结合本班学生的创编能力和特

点作相应的选文补充和调整。

（二）分步进行童话故事创编教学

支架只是一种学习辅助，还需要教师在教学中

呈现清晰的过程，分步骤教学，让学生经历由扶到

放的过程。习作教学应是一种进行时，习作过程中

教师应关注儿童言说的情态，给予学生鼓励。［4］由

于支架的设置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的达

成，因此，不同的学习目标会有不同的学习支架。

不同学习单元有不同的创编目标，如三年级下

册习作《奇妙的想象》。为了让学生发挥想象创编

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教科书中提供了“滚来滚去

的小土豆”“假如人类可以冬眠”等富有想象力的

题目。本单元重在指导学生想象，教师除了提供已

学课文从相反方向、从自身特点等进行想象的示例

支架，还要给学生提供问题支架，引导学生分步骤

进行想象。三年级的学生还不具备较高的编写能

力，教师的要求不能过高，学生能初步建立对童话

故事的审美规范意识即可。

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习作是《这样想象真有

趣》，这个主题主要是关于创编变形类童话故事。

教科书中安排了问题支架：一旦动物失去了原来的

主要特征，或是变得与原来完全相反，它们的生活

会有什么变化？又会发生哪些奇异的事情呢？这一

问题支架告诉学生想象的方法，但为了进一步降低

创编的难度，教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帮助学生确

定故事角色和构思变形后发生的事。教师可以先设

计两个图表支架。第一个支架是用思维导图的形

式，提示“动物”可以是小鸡、蚂蚁、老鹰、蜗

牛、狮子等。第二个支架是利用表格的形式，指导

学生思考哪个部位发生了变形，围绕这个变形的部

位，会发生哪些快乐的事、烦恼的事、尴尬的事，

或者其他带来不同心情的事。有了这些支架的激

发、提示和指导，学生的思维也会被慢慢打开。

童话选文是丰富体验、发展思维、提升审美、

促进表达的重要依托。［5］童话故事创编教学需要教

师活用教科书，巧用教科书。认真研究语文教材，

用好语文教材，依然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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