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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一种隐含着讽喻意义的简短的故

事
,

有比较强烈的夸张性和讽刺性
。

其讽喻的

意义
,

便是寓言给人的教训
。

寓言讽刺和夸张

的对象
,

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人
,

因此寓言有

较强的教育性
。

在表现形式上寓言常常采用拟

人
、

比喻的手法
,

深受儿童的喜爱
。

在小学语文教材里入选了不少寓言
。

人教

社编写的小学五年制教材扩入选寓言集中编排

在二
、

·

三
、

四年级
,

六册课本中共 19 篇 25 则
,

其数量超过了人选的童话
。

这些寓言无论是选

自伊索寓言
、

克雷洛夫寓言
,

还是中国古代寓

言
,

都有
“

寓体生动形象
、 ,

寓意抽象概括
,

手

法讽刺夸张
,

语言简明准确
” 四大特点

。

针对

寓言的特点
,

运用情境教学教寓言
,

可以收到

很好的教学效果
。

一
、

利用窝言手法上的讽刺夸张
,

再现窝

体情境

寓言作
,

家总是借助比喻
,

运用讽刺
、

夸张

的手法
,

塑造生动的寓言角色
。

那狡猾的狐狸
,

井底的青蛙
,

喜欢别人阿谈奉迎的乌鸦
,

怜悯

毒蛇的农夫
, “

好龙
”

而怕龙的叶公
,

掩着耳朵

盗铃的人等等都是可笑而又发人深思的人物或

角色
。

作家对这些角色并不作形象的描绘
,

主

要是通过角色出乎意外的语言
、

行为
、

思想方

法及可笑而可悲的结局
,

构成一个完整的耐人

寻味的小故事
。

儿童概括寓意
,

理解题意
,

是

在充分感受寓体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

所以教

学寓言最忌急于揭示寓意
,

那样
,

寓言幽默讽

喻的色彩就顿觉暗淡了
。

因此
,

运用情境教学

教寓言
,

就必须利用寓言手法上的讽刺夸张
,

再

现寓体生动的情境
。

( 一 ) 运用夸张的手法
,

再现窝言角色的形

象

情境教学常用图画再现的手段创设寓体情

境
,

让学生仿佛看到了寓言中的角色
。

这可以

是简笔画
,

也可以是剪贴画
。

由于寓言运用了

夸张讽刺的手法
,

所以寓言形象不必着力细描

细画
,

而是用粗大的笔触勾勒
,

通过适当的变

形
,

达到夸张的效果
,

渲染讽喻的情调
。

如

《狐狸和乌鸦 》
,

在学生初读课文后
,

随着老师

的描述
,

可出示一棵勾勒得很怪的大树
,

形成

一种发生寓言故事的氛围
,

点明故事就发生在

这棵大树下
。

情境教学强调直观手段与语言描

绘相结合
,

要能使儿童仿佛看到寓言角色的形

象
,

老师的语言描绘是很重要的
。

例如乌鸦角

色的出场
,

老师描绘
: “

有一天
,

乌鸦从外面叼

回来一片肉
,

准备给她的孩子吃
,

此时她正站

在这棵大树上
。 ”
老师随手出示一只乌鸦贴在大

树上
,

乌鸦画得黑白分明
,

眼睛傻愣愣地瞪着
,

样子并不可爱
。

狐狸的嘴画得特别尖
,

眼睛眯

着
,

一只又大又粗的尾 巴
,

让孩子一看就觉得

狐狸特别狡猾
。

寓言的角色随着老师的语言描

绘
,

鲜明地展示在学生面前
。

这样
,

学生就会

带着关注乌鸦
、

同情乌鸦以及对狐狸设下的圈

套特别注意的情绪阅读寓言
。

(二 ) 扮演寓言角色
,

体脸肩色的荒诞可 笑

为了让儿童充分感受寓体的形象
,

师生可

以扮演寓言角色
,

担当窝言角色
。

由于角色的

担当
,

学生对寓言角色语言行为的可笑
,

有了

切身体验
,

从而体会到寓言的讽喻意义
,

为理

解寓意作好铺垫
。

仍以 《狐狸和乌鸦
.

》 为例加

以说明
。

在学生阅读窝言后
,

老师饶有兴味地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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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同学们自己读了寓言
,

一定会觉得这只乌

鸦又可怜又可笑
,

而狐狸又可恶又可恨
。

现在

老师来做狐狸
,

你们来做乌鸦
。

此刻
,

乌鸦正

叼着一块肉站在树上
,

狐狸也出来找食了
。 ”
下

面是开始的一段对白
:

师 (狐狸 )
:

(笑着
,

讨好的语气 ) 您好
,

亲

爱的乌鸦 !

生 (乌鸦 )
:

不做声
。

师 (狐狸 )
:

(笑着
,

很关心地加重语气 ) 亲

爱的乌鸦
,

您的孩子好吗 ?

生 (乌鸦 )
:

还是不做声
。

’

此时学生扮着乌鸦
。 “

狐狸
”

的
“

亲爱的乌

鸦
” , “

您的孩子
” ,

都是直接向
`·

乌鸦
”

陈述的
,

扮作乌鸦的学生听来特别真切
;
学生虽然学着

乌鸦没做声
,

但他们 已经进入角色
,

有了真切

的体验
。

学到这儿
,

老师插问
: “

狐狸对乌鸦这

么有礼貌
,

这么恭维
,

你们这些扮乌鸦的怎么

不做声 ? ”

孩子笑着回答
: “
因为我嘴里叼着肉

,

一开 口肉就会掉下去呀 ! ”

趁着孩子们情绪十分

热烈
,

老师说
: “

好
,

现在我继续 当狐狸
,

你们

还是站在树上
,

嘴里叼着那片准备给孩子吃的

肉
。 ”

师 (狐狸 ) 、 (怪声怪气
,

进一步讨好 ) 亲

爱的乌鸦
,

您的羽毛真漂亮
,

麻雀比起您来可

就差多了
。

您的嗓子真好
,

谁都爱听您唱歌
。

您

唱几句吧 !

生 (乌鸦 )
: “

哇… …
”

老师再追问
: “

你这只乌鸦一开 口
,

发生 了

什么意 想不到的事 ? ”
学生带着沮丧的情绪回

答
: “

没想到我一张 口
,

嘴里的肉就掉下去了
,

眼睁睁地看着狐狸叼去了准备给孩子吃的肉
。 ”

学生 已体验到乌鸦懊恼的情绪
,

悟到 了爱听奉

承话
,

容易上当受骗
。

通过角色扮演
,

学生进一步进入课文描写

的情境
,

体验加深
,

情绪推向高潮
。

在情境中

伴随形象思考问题
,

为理解寓意作好铺垫
。

二
、

凭借寓体可笑的形象
,

在情境中揭示

寓意

法国寓言作家拉
·

封丹曾说过
: “

一个寓言

可以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
,

所述的故事好比

是身体
,

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
。 ”
只有

了解了寓言的灵魂
,

才能从中吸取教训
,

而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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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寓意是对寓言的具体形象和故事情节最高的

抽象和概括
。

这对于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来说有

一个跨度
,

必须来一个飞跃
。

(一 ) 凭借寓体形象
,

引导推论

前面所讲的利用寓言手法上的讽刺夸张
,

来再现寓体的生动情境
,

最终目的便是让儿童

能从具体而深切的感受中体会到教训之所在
。

这样的过程是引导儿童从具体形象思维向逻辑

抽象思维的过渡
。

没有形象的伴随
,

没有两种

思维类型间的过渡
,

小学生一般抽象概括不起

来
。

因此在引导儿童概括寓意时
,

必须凭借已

经再现的寓体的具体形象
,

一步步引导
,

帮助

学生进行分析推理
,

作出判断
。

如寓言 《刻舟

求剑 》带有哲学观点的寓意
,

要小学生概括
,

显

然是有难度的
。

教学时
,

便以可移动的硬纸板

船进行演示
,

与学生担当寓言角色相结合
,

创

设情境
。

老师以
“

你们就是那个丢宝剑的人
,

现

在正坐在船上
”

让学生担当寓言角色进入情境
,

指导学生用夸张的语气自言自语
: “

哎呀
,

我的

宝剑丢到 河里
,

好
,

赶快刻上记号 (动作演

示 )
,

我记好宝剑是从这儿落下去了
,

等船停下

来
,

我再从这儿下去
,

一定能捞到宝剑 !’’ 创设

的情境再现寓体形象的可笑
,

充满幽默
、

讽喻

的意味
。

然后随着船的移动启发儿童思考
: “

现

在船已经到了码头
,

这个人从刻着记号的地方

跳下去
,

能捞到宝剑吗?’’ 并提出了触及寓意的
问题

,

利用角色效应让学生带着情绪色彩去思

考
: “

假如你是同船人
,

你能不能帮助这个人一

下
,

这样做为什么捞不到宝剑呢 ? ”

由于儿童在

思维的过程中伴随着形象
,

孩子们一本正经地

进行帮助了
: “

老乡
,

你没看见船已经移动了

吗 ? ” “

事物变化了
,

你脑筋没变
,

这怎么行呢 ? ”

然后找出这个人思想方法错就错在
“

用静止不

变的方法解决问题
” 。

生动的形象
,

真切的感受
,

使儿童思维活动产生飞跃
,

从而理解了寓意
。

(二 ) 紧扣展示寓体形象的关健词语
,

领悟

寓意

寓言的寓意寓于其中
,

寓言的语言文字内

涵十分丰富
。

在凭借寓体形象进入推理的过程

中
,

应紧扣寓言中的传神之笔
,

引导儿童推敲

词语
,

体会语感
,

从而领悟寓意
。

下面举两例进行说明
:

例 (1 ) 《小虫和大船 》 中最后一句
“

小小



的蛀虫
,

竟毁了一艘大船
” 。

一个
“

竟
”
字

,

从

语气语意上强化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

教学

时应突出
。

让学生将
“

小小的蛀虫
,

毁了一条

大船
”
和

“

小小的蛀虫
,

竟毁了一条大船
”

进

行比较
,

学生从
“

竟
”

感受到教训的沉痛
,

体

会到
“

竟
”

的语感
,

并可通过已经创设的学生

扮演船主和工人的情境
,

想象当大船下沉时
,

船

主懊丧的神情和不禁发出的无限感叹
: “

真没想

到二只小虫竟是这样的厉害
。 ” “
真是小洞不补

,

大洞吃苦啊 ! ” “

我真是因小而失大呀 ! ”

此时顺

势教给一个与此相反的褒义的成语
: “

防微杜

渐
” ,

学生就比较深刻地领悟了寓意
。

例 (2 ) 《我要的是葫芦 》 中的
“

他盯着小

葫芦
”

的 翎丁
” ,

把种葫芦人看问题的片面性表

现得维妙维肖
。

教学时便可借着已创设的画着

葫芦藤
、

挂着葫芦的背景
,

让学生扮种葫芦的

人
,

表演
“

看着葫芦
” “

望着葫芦
” “

盯着葫

芦
” ,

让学生通过 自己所接受的视觉形象
,

体会
、

“

看
” 、 “

望
” 、 “

盯
”

三个同是表示眼睛动作的词

的不同分寸
。

从而领悟一个字眼饱含着对寓言

角色的讽刺
,

形象地反映了种葫芦人不管叶子

只要果实的极端的片面性
。

三
、

针对寓言语言简洁的特点
,

进行多种

语言训练

寓言篇幅短小
,

语言十分简炼
。

教学寓言

不仅是感受寓体形象
,

吸取其中的教训
,

而且

应引导学生鉴赏寓言语言的独特之处
,

与各种

形式的语言训练相结合
,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

能力
。

(一 )
一

句式训练

为揭示寓意
,

可结合寓言故事的情节设计

句式
,

进行语言训练
,

以通过学生自己进行推

理与判断的思维过程领悟寓言
。

下面举两例说

说
。

例 (1 ) 《南辕北辙 》 一课
, ·

为了帮助学生

揭示寓意
,

设计了这样两种句式训练
:

训练之一
:

这个坐车人以为马跑得快
,

车

夫是个好把式
,

带的盘缠多
,

就可以到达楚国
,

你们认为像他那样能到楚国吗 ? 出示句式
: “

不

但… …而且… …
” “
因为… …

。 ”

这样的语言训

练
,
促使学生从坐车人与目的背道而驰的错误

行为中
,

作出到达不 了楚国 的判断
,

推导 出

州不但到不了楚国
,

而且离楚国越来越远
。 ”

并

以
“
因为

”

揭示了到达不了 目的的根本原因
。

这

实际 上是运用演绎推理的思维顺序得出寓意

的
。

训练之二
:

为了使学生深入理解寓意
,

作

出积极判断
,

又引导学生进行第二种句式训练
:

现在我们来帮助这个坐车人
,

怎样就可以到达

楚国 ? 请用上
“
只要 …… 就… … ” “

越…… 越
… …

”

学生为了完成这样的语言训练
,

思维动

势必从已知的否定判断
,

推导出一个新的肯定

的判断
: “
只要倒转车头

,

向着目的地楚国驶去
,

就能到达目的地
” , “

马跑得越快
,

车夫驾车的

本领越大
,

到楚国越早
” 。

这就从正面补充了寓

意
,

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行动与目的必须一致的

哲学观念
,

而且推理能力也在其中得到了训练
。

例 吃) 《惊弓之鸟 》
,

其中更赢回答魏王的

一段话是因果倒置的句式
,

先说果后说因
,

难

度也较大
,

因此可让学生来扮更赢换成先说
“
因

”

后说
“

果
”
的顺序

,

用上
“
因为… …所以

… …
” ,

叙述课文的内容
: “

因为它受过箭伤
,

伤
·

口没有愈合
,

还在作痛
,

所以它飞得慢产
“

因

为它离开同伴
,

孤单失群
,

得不到帮助
,

所以

它叫得惨
。 ”
这样让学生向魏王陈述的语气

,

由

因到果进行逻辑推理分析
,

这样
,

概括寓意的

难度减小了
。

在此基础上 ; 再设计
“
… …就像

惊弓之鸟一样… …
”

的句式
,

让学生举例
,

引

导学生从惊弓之鸟的本义
,

通过比喻
,

比较容

易地理解了寓意
,

并提供了运用
“

惊弓之鸟
”

这

一成语的语言环境
。

(二 )
’

创造性复述
由于寓言语言简炼角色少

,

而故事总是从

反面给读者以教训
,

所以给学生留下很大的想

象的余地
,

是指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复述的好材

料
。

其形式有
: 1

.

添加情节作铺叙
; 2

.

增添

角色作对白式叙述
; 3

.

续写故事作正面叙述
。

先说增加情节作铺叙
。

如 《刻舟求剑 》 就

可增加丢剑人在船上刻记号处下水去打捞
,

结

果白费气力的情节
;
如 《滥竿充数 》 可以增添

南郭先生知道齐滑王要一个挨一个听吹竿
,

吓

得偷偷逃走
,

被一管家发现
,

南郭先生支支吾

吾与管家的一段对白
,

充分暴露了南郭先生弄

虚作假的狼狈像
。

这种增加情节的创造性复述
,

丰富了寓言的内容
,

使寓意更加显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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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增加角色作对白式叙述
。

寓言中角色
,

少
,

可增添合适的角色
,

促使学生重新组合内

容
,

想象角色间的对白
。

一般的说
,

一些寓言

往往有角色相持不下的场面
,

就可增添一裁判

的角色
。

如 《井底之蛙 》 可增加一蝴蝶或一蜜

蜂当评判
,

使寓意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

《狐假虎

威 》 可增加大象的角色
,

在小动物看着老虎来

了纷纷逃走时
,

一只大象来了
,

它建议让老虎

站在旁边观看
,

让狐狸独 自向前走
,

结果使老

虎恍然大悟
。

最后说续写故事作正面叙述
。

由于寓言的

特点就是给人以教训
,

既是教训必是反面的
,

因

此可针对儿童易于接受正面教育的特点续写故

事
,

作正面叙述
。

如 《南辕北辙 》 ,

可以续写那

个去楚国的人
,

他的马跑得筋疲力尽
,

车夫累

得再也赶不动车
,

盘缠也全部花完
,

这时
,

他

再去打听楚国在哪里
,

才猛然醒悟
,

原来方向

和 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

再例如 《农夫和蛇 》
,

从

农夫死后续写
,

第二年农夫的儿子又遇到一条

冻僵的蛇
,

这条蛇挺可怜
,

发出微弱的呼救声
,

但农夫的儿子牢记父亲临死前的话
,

毫不留情

地把这条冻僵的蛇打死
。

以上这些形式的创造性复述
,

极大地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把寓言学活
,

而且也有

效地发展 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三 ) 改写成寓言剧

由于寓言都有角色有 因有果有情节
,

因此

可改写成寓言剧
。

改写成寓言剧
,

老师应提示改写成剧本的

注意点
。

例如要交代清楚时间
、

地点
、

人物以

及幕启时场上的背景
,

以对剧本的格式有个初

步的了解
。

现以 《我要的是葫芦 》 为例
。

时间
:

从前
。

地点
:

院子里
。

人物
:

种葫芦的人
、

邻居
。

幕启
:

一模拟的葫芦藤
,

种葫芦的人正在

欣赏白白的葫芦花
。

角色对话
,

应把角色提前
,

然后点上冒号
,

不加引号
,

将角色的对白分别写在后面
,

角色

的神情动作可以夹注在括号里
。

例
:

种葫芦的人 〔自言自语地〕
:

啊
,

多漂亮的

葫芦花呀
,

小小的白白的
,

过几天就可以结葫

芦了
。

.

5 4
.

邻居
:

花开得多
,

不等于结的葫芦多
,

你

还要好好管理
。

(数天后 )

种葫芦的人 〔大声叫喊〕
:

呀
,

小葫芦长出

来了 ! 小葫芦长出来了 !

改写了寓言剧就要让学生演
。

演以前
,

在

课堂上应充分指导学生进行分角色朗读
,

这样

剧中角色对白才有基础
。

表演时可根据角色的

需要戴上头饰和其他小道具
,

以增添趣味性和

真实感
。

(四 ) 试学古文原著

在入选的寓言中
,

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古

代寓言
,

都有古文原著
。

如 《狐假虎威 》 《刻舟

求剑 》 《南辕北辙 》 《自相矛盾 》 《掩耳盗铃 》

《拔苗助长 》 《守株待兔 》 《叶公好龙 》 ((滥竿充

数 》 《画蛇添足 》 《买犊还珠 》 《亡羊补牢 》 等
。

这些寓言是一个故事一个成语
,

在学生理解了

寓言的内容
、

寓意和关键性词语后
,

让学生再

读古文原著
,

既亲切又有趣
,

而且大意即可明

白
。

例如教 《自相矛盾 》 ,

为帮助学生扫除理解

文言词语的障碍
,

可加上注释
,

先让学生自读
’

古文
,

自学注释
;
再让同座两人讨论

,

试着解

释
、

翻译
;
然后结合学生回答

,

把关键词语讲

清
;
最后让学生扮作古代卖矛和盾的人

,

用古

文回答
,

摇晃着脑袋大声夸 自己的盾
: “

吾盾之

坚
,

物莫能陷也
。 ” “

吾矛之利
,

于物无不陷也
。 ”

再让学生 回忆课文用 白话回答
: “

我的盾坚固得

很
,

什么东西也不能戳穿它 !’’
“

我的矛锐利得

很
,

不论什么东西都戳得穿尸 老师随时指点
:

“

坚
”

就是
“

坚固
” “

利
”
就是

“

锐利
” 。

接着
,

老师启发
:

如果你现在正站在卖矛和盾的人身

边听他这么说
,

你会怎么反问
,

学生会兴致勃

勃地说
: “

用你的矛戳你的盾
,

会怎么样呢 J’’ 紧

接着老师说
: “

那引用古文又怎么说 ?
”

学生当

即回答
: “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

何如 ? ”
学生在

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了
“

子
”
即

“

你
”
的意

思 ; “

何如
”

就是
“

怎么样
” 。

就这样
,

学生一

面扮演角色
,

一面联系 已学的白话文的内容来

理解古文
,

教师再加以必要的指点
,

学生即可

基本上学懂原文
。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可以加深

对课文语言的理解
,

而且可以学到一点文言词

语
,

为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作了有效的铺

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