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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寓言的美学意蕴及教学举隅

李彦群，高湘平

摘要：寓言是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是学生美育的重要资源。寓言可

以看作一种隐喻，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寓言分别从人物、动物、器物和自然景观

等视角，提示了相应的美学隐喻。教师应该基于寓言的文体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学活动，依据从耳目到心意再到志神的路径，引导学生感受寓言丰富的美学层

次，充分发挥寓言的美学价值，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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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一词出自 《庄子》，原本是通过故事

寄托道理的表达，在先秦诸子散文里多有出现，

后来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西方文化

中，寓言也一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寓

言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轻松活泼的形式，深刻周

详的道理，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统

编小学语文教材选入了相当数量的寓言作品，很

多是名家名篇，这些选文能给学生快感和教训，

让学生借助寓言感到真理的优美。［１］

一、寓言的教材编排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寓言，有集中编排

的，如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共编排了４篇文

章；也有分散安排的，如一年级上册中的 《乌鸦

喝水》等。“寓言”之 “寓”，本意为寄托，重在

故事所要揭示的道理及所要传递的美学价值。寓

言是人们为传播某种观念所做的一种创造性解

释，可以看作一种隐喻。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寓言有三种类型的美学隐喻。

（一）以人物为代表的美学隐喻

有的寓言以人物为主角，统编小学语文教材

中的 《自相矛盾》《守株待兔》《叶公好龙》等均

属此类。以 《守株待兔》为例，课文中那种偶然

性的不劳而获，在道德上是可耻的，即使是在猎

取兔子的技巧上，也不存在复制的可能，以宣扬

勤奋之美，鄙视不劳而获。以人物为代表的寓言

故事，贴近学生，好似拉家常，极易引起学生的

共鸣。当我们意在不劳而获，坐而等待，可以用

“守株待兔”来改变内在的顽固；当我们犯了方

向性的错误，可以用 “南辕北辙”来提示应然的

方向；当我们蔑视客观规律，妄图以主观意志改

变客观世界，可以用 “揠苗助长”来揭示那种荒

唐……在寓言的世界里，文本从人物所遇到的小

处、小事着眼，鞭辟入里地解析现实世界，抽丝

剥茧地分解社会现象，使得寓言具有了极具魅力

的现实意义。

（二）以动物为代表的美学隐喻

有的寓言以动物为主角，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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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狐假虎威》 《鹿角和鹿腿》等均属此类。以

《鹿角和鹿腿》为例，分析角度之一就是课文所揭

示的是美丽和实用之间的辩证关系：美丽不一定有

用，丑陋也未必代表无用，无用有时候也是有用。

《孟子》《韩非子》等先秦作品中均有大量以动物为

主角的寓言故事。唐代的柳宗元将寓言发展成一种

文体，他的 《黔之驴》可谓脍炙人口。以动物为主

角的寓言创作虽然角色设定相对平面，但是假托动

物之语言或行为，来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沟通了

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使学生产生与动物之间的亲

切之情。

（三）以器物和自然景观为代表的美学隐喻

有的寓言主角是没有血肉和意识的植物、器

物等，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陶罐和铁罐》

《池子与河流》《北风和太阳》等均属此类。器物

和自然景观虽是静态的，但同样被赋予了人的灵

性之美。那些本属静默的器物和自然景观可以像

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说话和交往，等等。以

《北风和太阳》为例，北风凛冽，太阳和煦，二

者之争解释了 “说服”和 “压服”两种手段哪一

种更胜一筹，以强力和柔性两种处事方法的对

比，加深学生对社会的认识。这种拟人的手法将

本无生气的两种自然物捏合在一起，搭建故事框

架，符合低龄段学生喜欢想象的心理特点，充分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寓言的美学意蕴

寓言篇幅短小，语言浅近，但道理深刻。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文体特点，使学生形成关

于寓言的整体性认识，实现对寓言的本质性理解，

从而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寓言是生活的一面镜

子，教师可以借助寓言故事，烛照生活本质，引发

学生对美的向往。寓言带来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审美

享受或者是精神愉悦。［２］李泽厚将美学形态分为悦

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种。［３］寓言的美学

形态也可据此分为三类。

（一）悦耳悦目

悦耳悦目就是说明 “寓言是什么”的问题，

即围绕寓言展开的关于故事性的知识。低年级的

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学习 《乌鸦喝水》等寓言开

始，逐渐形成粗略的认识，可以提炼２—３个关

键点，显示寓言作为文学体裁的特性。统编小学

语文教材寓言选文的耳目之悦，不是仅通过耳听

目视，而是在耳目的基础上，增添想象、理解乃

至情感的参与。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第

二单元文本形式多样，有文言和白话，有散文和

诗歌，不管哪一种文本形式，其韵味和节奏带给

学生的都是视觉和心理的享受。学生能感受到寓

言美的熏陶，等于是给学生的感官一种新颖的刺

激。对小学生来说，寓言故事优美的文字和生动

的情节，对应了学生以具象为主的思维方式，符

合学生主要用耳目认知世界的特点。

（二）悦心悦意

悦心悦意即 “寓言讲什么”的问题。一般来

说，寓言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它是先哲假托人、

动物或者自然界来讲述道理，是理解世界、应对

世界、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这种从观念到现实

的做法，可以引导学生带着理性进入实践。学生

在学习寓言故事之外，要理解更深层次的内涵，

从简单的故事中，感受到深刻的道理，从而使心

意超出狭隘的限制，产生更为广泛的思考。在这

个过程中，直觉思维非常关键，直觉思维是审美

创造的重要途径，对于审美教育有重要影响。［４］寓

言是复杂社会的浓缩。学生的抽象思维发展不完

善，面对未知的世界，他们需要通过夸张、拟人

等手法，形成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

（三）悦志悦神

悦志悦神即 “寓言的终极价值”的问题，或

者是怎么用寓言来指导生活，提升应对生活能力

的问题。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的主旨是读寓言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寓言故

事指向的是现实生活，其最高目的在于让人懂得

道理，养成高尚人格。寓言所昭示的是由内而外

的一种自然之美、自信之美。作为一种文体，寓

言的阐释往往呈现多义性，一篇寓言既可以有通

用解读，也可以有个性化的解读。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个性化解读，可以赋予寓言学习新的内

涵。选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之中的寓言，多是精

品，学习寓言，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特

别是发散思维能力。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审视寓

言故事，可以有不同的意义阐发。寓言故事解读

的多面性，暗含了学习寓言作品过程中的志神愉

悦的情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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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寓言的教学设计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美育挖掘，离不开教师的

设计与指导。寓言选文的美学意蕴的激发，离不开

教师的文本内容挖掘，离不开教材的编排意图的纵

向探析和编排脉络的横向研习的相辅相成。［５］教师

需要形成寓言的基本认知，构建寓言的美学分析

框架。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为例，在讲述这些寓言故事时，教师可以结合先

前学过的内容，增加相应内容，形成课文与课外

读物之间的联动效应。在学生学习寓言的最初阶

段，教师要摒弃单纯以寓意为目标的教学，着眼

于实践训练，带领学生探索文本，构建意义，抵

达理解寓言可能的高度。［６］

（一）耳目之美：寓言选文的知识之美

耳目之美，关键在于基于生理基础的感官上

的愉悦。教师要认识什么是寓言，寓言的结构特

点和语言特点，寓言的意义和价值。教师引导学

生感受寓言的耳目之美，是立足寓言本身，借助

寓言的文体形式、语言风格，以及故事所产生的

历史背景，从细节入手，挖掘寓言选文背后的美

学价值。

一是体悟形式之美。寓言有多种呈现形式，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先秦寓言 《守株待兔》

《自相矛盾》等采用文言文形式，克雷洛夫寓言

《池子与河流》采用了诗的形式。学生要在熟读

课文的基础上，结合教师讲解和课文注释，形成

寓言文本的关键理解。

二是理解历史传承之美。寓言是人类文明的

智慧结晶，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均诞生了脍炙

人口、影响深远的寓言作品。尤其是在我国，先

秦诸子散文中的大量寓言作品，形成一座文化宝

库。这些寓言故事已经浸润到我们的生活中，甚

至进入日常口语，妇孺皆知。教师要借助寓言教

学，引导学生理解文化的历史传承，了解寓言文

体的发展脉络，推动学生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

三是感受语言之美。教师要发现寓言中的优美

词句，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守株待兔》为

例，“株”显然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量词，而是代

指 “树桩”；“兔走触株”的 “走”，也不同于现代

汉语的 “走”，而是 “快跑”之意。“耒”字容易读

错，这种农具的外形一般不容易见到，需要教师专

门展示图片，使学生得到形象化的认知。学习字

词，体悟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异同，可以激发学

生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二）心意之美：寓言选文的理性之美

所谓心意之美，是在感官的基础上发出来的

情感之美，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性色彩。东西方的

寓言均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均有助于我们解决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一是培育 “述”“作”之美。“述”可以理解

为 “叙述”，“作”可以解释为 “创作”。“述”和

“作”都是产生于对寓言选文的深层次理解。

“述”的方面，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卷首，绘

有一张 “鹬蚌相争”的图画。首先是引导学生边

看图片，边组织语言；其次是讲述故事，说清楚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最后是分析从中得到

了什么道理，在生活之中如何防止犯同样的错

误。“述”是有深意的，可以指向 “作”。 “述”

的时候，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寓言遵循先明确立

意再选择素材的创作方法，并提升学生的创意表

达能力。［７］ “作”的方面，对照起因经过，认真

搭建寓言的故事结构，提炼相应道理，开展寓言

创编。

二是形成阅读的行为美。教师教学时可扩展

阅读其他寓言故事，引导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寓

言故事美学认知。教学中国寓言故事选文 《守株

待兔》时，可以补充 《南辕北辙》《鹬蚌相争》以

及 《坐井观天》《刻舟求剑》《狐假虎威》《夸父追

日》《买椟还珠》《黔之驴》等内容；教学中国现

代寓言故事 《陶罐和铁罐》，可以补充 《我要的是

葫芦》《会摇尾巴的狼》《蚂蚁和狮子》《驴和狐

狸》《小马过河》等寓言故事；教学外国古代寓言

故事 《鹿角和鹿腿》，可以补充 《赫尔墨斯和雕像

者》《蚊子和狮子》 《狼和小羊》 《乌鸦和狐狸》

等；教学外国近代寓言故事 《池子与河流》，可以

补充 《梭鱼和猫》《鹰和鸡》《天鹅、梭鱼和大虾》

等作品。通过阅读使学生广泛涉猎，不仅是完成

教学任务，还可以引导学生形成文学阅读习惯。

三是涵养德性之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

德性的国度，先秦散文更是将这种民族性格展示

得淋漓尽致。韩非子的 《守株待兔》辛辣地批判

不劳而获的投机者形象；孟子的 《揠苗助长》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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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急功近利的愚笨形象……需要说明的是，寓

言往往不是正面宣扬，而多是从反面刻画。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应迁移寓言故事的叙事结构，重

构人伦交往的基本规则，重点描述人在现实社会

之中应该具备的德性，有计划地讲解和渗透德性，

凸显 “谦虚”“勤奋”“实用”等精神。

（三）志神之美：寓言选文的超感官之美

所谓志神之美，是基于感官而又超越感官的一

种美。教师要基于经验，统整、领悟、体味、发掘

寓言丰富多彩的哲理意趣之美，达到美学的新

高度。［８］

一是指向整体的辩证之美。寓言教学应立足

高阶思维，确立学生思维进阶提升路径。［９］不同

的课文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对外部世界的不同认

知。《鹿角和鹿腿》展示了美丽和丑陋、实用和

无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池子与河流》揭示勤奋

和懒惰之间的对比；《鹬蚌相争》揭示了得与失

的辩证关系；《守株待兔》展示了变通与固守的

双重变奏……看事物、思道理，任何一件事物，

都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不能仅从一个视

角切入。寓言教学要超越简单的寓意教学的窠

臼，要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辩证地理解寓言。

《狐假虎威》这篇课文，如果只是要求学生理解

狐狸的狡诈，那么就偏离了本意，应该突破 “仗

势欺人”的简单理解，考究深层次的含义。教学

《狐假虎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侧面理解

该故事，如狐狸的临危不乱，老虎的秩序意

识。［１０］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

二是基于实践的演绎之美。演绎是从根本上

让学生理解寓言的美学所在，从寓意教学提升到

美学浸润，本质上是一种为了理解而教的模式，

可以看作一种教学哲学的转变。［１１］在寓言教学中，

教师可以设计课本剧，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也可以选择情节较为突出的寓言故事，让学生分

角色朗读和表演。在表演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注意语气的变化，体验角色的神态，感悟演绎

在寓言中的艺术魅力。

三是增进自信的文化之美。选入统编小学语

文教材的中国寓言作品，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财富。学习这些寓言故事，可以感受先哲

智慧，增进文化自信。 《狐假虎威》本是出自

《战国策》，战国游说风气很浓，某大臣在向楚宣

王解释缘何北方的部分国家害怕楚国某大臣，而

不怕楚王的原因。该寓言形象地描绘了权势影响

下各色人物的种种表现。《陶罐和铁罐》是作者

在１９６９年开展考古发掘时，发现铁质文物锈迹

斑斑，而陶制文物一如旧貌，从而有感而发写出

来的。我国的寓言故事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特点和

风格，放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也毫不逊色，教师

要重点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１］吴秋林．论寓言的美 ［Ｊ］．东岳论丛，１９８７（５）：７０．

［２］黄秀珠．小学寓言教学美育初探 ［Ｊ］．福建基础教

育研究，２０１７（９）：４２．

［３］李泽厚．美学四讲 ［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９：１３８．

［４］何致文．论语文教育中的直觉思维及其培养策略

［Ｊ］．小学语文，２０２４（９）：１９．

［５］朱玉琼．基于编排意图分析的语文要素整体教学

［Ｊ］．中小学教材教学，２０２４（７）：５４．

［６］曹彬．寓之以故事，言之于儿童：统编小学语文教

材寓言教学新探 ［Ｊ］．语文建设，２０２４（１０）：１７．

［７］莫然．读讲寓言辨哲理，复述故事悟深意：以 《鹿

角和鹿腿》为例谈寓言阅读教学 ［Ｊ］．小学语文，

２０２４（１１）：５４．

［８］张金明．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寓言美的品鉴 ［Ｊ］．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１）：７２．

［９］李学斌，马云静．指向思维进阶的小学语文寓言教

学 ［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４（３）：８５．

［１０］孙大武．寓言的文本特质及其教学策略摭谈 ［Ｊ］．

教学与管理，２０１２（３２）：３２．

［１１］湛卫清．为了理解：教学方式变革的核心：一种教育

哲学的视域 ［Ｊ］．中小学教材教学，２０２４（１１）：３５．

（责任编辑：张一鸣）

·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