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童话已成为小学生的文学必修课，是小学语文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陶冶儿童的情

操以及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和提升语文综合素养有着重要的

作用和意义。本文就如何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知童话文体

与众不同的美，乐于表达独特的阅读感受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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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文本对话之趣

童话因其故事生动有趣，语言丰富多彩而吸引学生，而把

角色表演植入课堂，让学生戴上童话故事中角色的头饰，做出

动作、模仿口吻，表现神情，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童话的兴趣。因

此，角色朗读或者表演是童话文体最常用的教学策略。一般而

言，童话故事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讲述者是置身事件之外

的。一个故事要进入心灵，需要穿越“我”。我们阅读一个故事，
其本质是想了解世界，知道“我”是谁，“我”可以怎么办。 而角

色朗读与扮演，就是把“我”化在故事里的一种有效的路径。当

学生置身在童话的幻想里，成为其中的一员，就能获得想象中

的成就感、满足感。
以《大象的耳朵》为例，全文围绕大象的“耳朵”展开，故事

生动有趣，语言幽默，巧妙启迪学生悦纳自我，热爱生活。通过

对文本的解读，我把重点放在了问句的指导上。小兔一见到大

象，就觉得奇怪极了，它对大象说了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适

时在黑板上用简笔画勾勒出大象和小兔的形象， 突显出它们

的耳朵“耷拉”和“竖着”的特点。 告别了小兔，大象又遇到小

羊， 小羊对大象说了什么？ 借助课文插图提问：“你有什么发

现？ ”引导学生对画面细致观察，让学生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情

感体验，想象小兔、小羊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从而获得多样

化的阅读感受，不知不觉走进故事，产生“我就是故事中的那

个角色”的意象。通过情境朗读、情境表演，学生化身为故事中

的小兔、小羊，感受小兔、小羊因大象的耳朵和它们的不一样

而产生的疑问，读出惊讶的语气，感受角色的心情。
二、探同中有异之法

入选统编教材第一学段的童话故事，不仅语言浅显易懂、
情节简单、形象鲜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采用反复结构

将故事引向深入。 反复是相同或相近的情节在不同的地方或

不同的角色身上再次上演，但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每次反复

都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包含着递进。教师在指导学生把

握这种反复结构时，关注点在每次反复加入的“新元素”。
《大象的耳朵》正是借助反复结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试想如果只有小兔和小羊对大象耷拉着的耳朵感到吃惊，大

象或许压根儿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可后来，连小鹿、小马、小

老鼠见了大象，都要说他的耳朵。 大象听了很不安，也开始怀

疑自己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伺机提问：它们会对大象说些

什么呢？大象的想法又是怎么悄悄改变的？由此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小鹿、小马、小老鼠见了大象会怎么说，大象听了又是怎

么想或怎么说的？
这个环节的教学，我根据文本的特点，依据语言表达的规

律，展开合理的想象，在重复、对比、往返的节奏中引导学生进

行顺势而为的自由表达，学生又一次把自己化身在故事里。在

言语实践中，学生的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同时也感受到了童话神奇而美好的意境。
三、悟润物无声之意

传统的语文教学一直承担着“德”的教育，因此，当我们拿

起教科书总会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沉甸甸的思想包袱，
大大削减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还以《大象的耳朵》为例，联结本单元和本课的语文要素，
为了达成本课的教学目标， 我创设了这样的情境：“自从大象

把耳朵竖起来后，遇到了许多烦心事，搅得它又头痛又心烦，
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们，此时此刻你们就是大象。夜深了，小

动物们都进入甜美的梦乡，你正想睡觉，只听‘嗡嗡嗡’，一只

蚊子来了，它在你的耳朵里跳舞，不一会儿，一只飞蛾加入到

它的行列，其他的小虫子也来了，它们在你的耳朵里又是唱又

是跳，开起来联欢会。 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生：太难受了！ 真

烦人！吵得我头都疼了……）我顺势引导：“咱们就这一小会儿

都受不了，可大象呢，一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月，每天都这

样，能受得了吗？所以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由

此及彼，启发学生思考，再出示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
四、结语

根据皮亚杰的儿童思维发展理论， 童年时期是儿童语文

素养培养和发展的最佳时期， 如同农事的节气， 是不能错过

的。而童话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形象、丰富的内涵，是童年生

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教师的我们，应充分挖掘童话的

纯真、诗意和美好，使学生充分享受童话阅读的乐趣，让学生

们的童年因童话而丰富，因阅读而精彩。

探寻童话作品教学之美妙
———以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大象的耳朵》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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