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一○

年

五

月

号

上

半

月

传 统 的 寓 言 教 学， 教 师 往 往 总 是 沿 着 既 定 思 维 方 向 ，

让学生在直线思维槽中往前滑行， 有意无意地扼杀 了 学 生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儿童文学视野下， 语文教 育 改 革 的

方 向是 “从学习取向到成长取向”。 那么， 小学寓言教学，

就要探索新的路径， 扬弃传统模式， 把 握儿童对寓 言 的 情

感体验和独特感受， 点燃学生创新的思维火花， 磁 化 学 生

丰富的 情感体验， 激活学生潜在的艺术灵性， 促进 学 生 精

神和人格的成长。

一、 尊重： 点燃学生创新的思维火花

“人性化的语文教育首要因素就是尊重学生， 尊重学生

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核心， 也是教育者的道德重心。” 〔1〕 尤

其是寓言这样的可以有多元解读的文体， 千万不 能 只 有 教

师规 定的标准答案， 应当尊重学生的思考， 点燃学 生 创 新

的思维火花。

（一） 尊重学生独到见解

小学生心理和智力发展水平均处于很低的阶段， 对很多

事物的认识非常独特， 外显为童趣性和幼稚性。 教师不要急

于让学生深刻感悟哲理， 而是要尊重每一个学生有独到性的

见解， 让他们自由表达， 主动地给学生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

对话环境， 教师与学生在一起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例如：

《坐井观天》 是一篇充满童趣的寓言故事。 一位教师引导学

生围绕小鸟与青蛙的 “天有多大” 展开了争论。

师： 小鸟和青蛙展开了争论， 究 竟 谁 对 谁 错 呢？ （大

多数同学纷纷表示小鸟说得对）

生1： 我认为青蛙说得也对。 （同学们哗然！）

师： 为什么？ (对这个同学的勇气提出表扬！)

生1： 因为青蛙在井底， 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 它

说的是实实在在的真话， 不是假话， 所 以不能算 错！ （同

学们听后纷纷赞同）

生2： 我爸爸去过内蒙古大草原， 我觉得那儿的天比我

们这儿的天就大。

生3： 我在电视上看过青藏高原上的天空， 看起来比我

们这儿的天要大要蓝得多！

师： 假如青蛙跳出井口， 它 会 看 到 什 么？ 它 会 说 出 什

么？ 大家讨论讨论， 看谁想得好， 说得也棒……

师： 这则寓言对我们今后的 学 习、 生 活 起 到 了 什 么 作

用呢？

生： 做什么事都不要骄傲， 要做目光远大的人。

生： 不嘲笑别人， 多体会别人的处境。

生： 跳出枯井， 换一种眼光 看 世 界， 也 许 结 论 就 有 所

不同……

在这个案例中， 教师循循善 诱， 步 步 引 导， 点 燃 学 生

创新思维的火花， 使学生的智慧得以 激发， 学生 的 思 维 能

跳出书本之外， 得到充分的扩展。 学生思维能 力、 表 达 能

力和创新 能力的锻炼， 会使他一生的精神生命成 长 受 益 无

穷。

（二）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是新 课 程 的 重 要 理 念。 在 寓 言

课堂教学中， 要尊重学生的情感和 体验， 满足学 生 的 不 同

需求。 比如， 学完了一篇寓言， 为学生安排实 践 性 的、 难

易不同的 作业，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 择。 对 语

言文字描述感兴趣的可选择续写， 对阅 读寓言感 兴 趣 的 同

学可选择读寓言故事， 并讲给大家听。 部分有 条 件 的 同 学

还可选 择上网、 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加深对本课 相 关 思 想

〔摘要〕 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寓言教学采取新的路径， 即点燃学生创新的思维火花， 磁化学生丰富

的情感体验， 激活学生潜在的艺术灵性， 促进学生精神和人格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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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和 艺 术 手 法 的 了 解 。 再 比 如 ， 教 学 寓 言 《狐 狸 和 乌

鸦》， 让美术好的学生画树上的乌鸦、 树下的狐狸、 香喷喷

的红烧肉， 激起学生直观感受； 让好动的学生分角色表演，

自己设 计台词， 设计动作， 诱导学生进入情境； 让 朗 读 好

的学生分角色对比朗读， 语气要夸张， 这 样才能让 儿 童 体

会到寓言的讽刺幽默， 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教 师 能 够 在

教学过程 中轻轻拨动学生感情的琴弦， 让学生的心 灵 走 进

寓言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那么， 学生学 习寓言的巨 大 热 情

就会喷薄而出。 “真正的教育存在于人与人心灵 距 离 最 短

的时刻， 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中。” 〔2〕

（三）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目前， 创造性教学还未形成课 堂 教 学 的 主 流， 许 多 教

学 改 革 轰 轰 烈 烈， 但 表 演 性 过 强， 实 际 效 果 有 限， 所 以 ，

必须研究如何切实提高教学效能问题。 在寓言教 学 中， 尤

其要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 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美 国 心 理

学家奥苏伯尔根据学生学习方式把学 习划分为接受 学 习 与

发现学习。 接受学习是将学生要学习的概念、 原 理 等 内 容

以结 论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教师传授， 学生接 受。 发

现 学 习 是 指 学 生 要 学 习 的 概 念、 原 理 等 内 容 不 直 接 呈 现 ，

需要学生通过独立思考、 探索、 发现而获得。 “也就是说，

在发现学习中， 学习者优先的学习任务必须是有所发现。”〔3〕

寓言故事多具哲理性、 讽喻性， 它用故事来 说生活 中 的 事

例， 影射社会生活， 诉说人生智慧， 因此， 我们 就 要 引 导

学 生 发 现 和 挖 掘 这 些 智 慧。 例 如， 《狐 狸 和 乌 鸦》 一 课 ，

通过描写狐狸千方百计从乌鸦处骗得了肉的故事， 告 诉 我

们不要轻易相信坏人的话。 学完这则寓言后， 学 生 们 必 将

兴趣大增。 这时， 我们要 因势利导， 指导学生阅读 《伊 索

寓 言 》 中 的 《狐 狸 和 葡 萄 》、 《断 尾 的 狐 狸 》、 《狐 狸 和

狗》、 《口渴的乌鸦》、 《燕子和乌鸦》 等等， 在寻找寓 言

的途中擦亮学生 “慧眼”， 去发现作品中蕴含的真善美假恶

丑。 更重要的发现教学是让学生畅所欲言， 展开 讨 论 甚 至

辩论， 对课文 作多元的解读。 显然， 寓言中讽刺、 讥 笑 的

倾向是非常鲜明的， 也许 《狐狸和乌鸦》 想告诉 学 生： 爱

慕虚荣、 好听好话是会上当受骗的。 事实上， 《狐 狸 和 乌

鸦》 给一些小学生的感觉是： 乌鸦是活该上当， 不 值 得 同

情， 而狐狸是 “聪明” 的， 他具备了生存的智慧， 值 得 赞

赏， 值得仿效。

二、 互动： 磁化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

寓言教学要注重师生互动， 让 孩 子 们 在 艺 术 欣 赏 的 过

程中促进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学会思考 生 活， 进 行

自 我 教 育。 “互 动 成 为 教 育 的 开 始， 也 成 为 经 验 的 来 源 ，

就是儿童哲学理论所极力主张的思想， 也是要 靠 互 动 激 荡

才能完成。” 〔4〕

（一） 说说演演， 融入角色

小学生活泼好动， 乐于自我 表 现。 让 他 们 表 演 寓 言 中

所描述的内容， 可以迸发儿童智慧的火花， 打开思维之门，

快乐地参与学习。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寓言， 大 多 贴 近 生 活

实际。 要理解、 读懂它们并不难， 难点在于如何 通 过 语 言

文字去体会其中的思想内涵。 如果通 过课堂表演 来 体 会 寓

言的意境和感情， 有时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 果。 课 堂

表演 能够促进儿童的创新思维， 让孩子们愉快地 投 入 到 课

文所描绘的情景中去。 课堂表演 又将抽象的文字 变 换 成 生

动活泼的艺术形象， 小学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能 真 切 地

体会到作品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情感。 例如， 在 学 习 《蝉 和

狐狸》 一课时， 教师让学生戴上头 饰， 分角色表 演， 再 加

上生动的对话和精彩的表演， 蝉和狐狸这两个 鲜 明 的 艺 术

形象就生动地再现出来， 文章揭示的道理不言而喻。

（二） 读读画画， 兴趣倍增

小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教 师 要 扬

长避短， 减轻学生学习的负担。 读读 寓言， 把自 己 理 解 的

内容画下来， 是发展儿童形象思维和创新思维的一条捷径。

在语 言文字训练中适时地运用画画这种方法， 化 枯 燥 无 味

的说教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让学 生自己动手动脑， 往 往 可

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 在教 《鹬蚌相 争》 这 则 寓

言故事 时， 在学生读完故事之后， 教师要求让他 们 运 用 手

中的彩笔， 将故事中所描绘的情景画 下来。 很快， 蓝 蓝 的

天空下， 清澈的小河边， 争斗不息的鹬蚌， 被 渔 翁 不 费 吹

灰之力一把 抓住。 教师再把学生创作的作品， 展 示 给 大 家

看， 议议、 评评、 比比， 看谁画得好。 这样孩子 就 会 在 浓

浓的乐趣中主动地求知， 读懂了故事背景， 了 解 了 作 者 揭

示的寓意。

（三） 听听唱唱， 轻松和谐

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 恰 当 地 运 用 音 乐， 创 设 良 好

的语文教学情境， 有时可以达到 “随 风潜入夜， 润 物 细 无

声” 的效果。 在寓言教学中， 有的寓言故事适当配上音乐，

使故事、 教 师、 学生三者的情感融为一体， 效果 极 佳。 例

如， 《狐假虎威》 这则寓言， 为了让学生更生动 地 感 受 两

个 鲜 明 的 艺 术 形 象， 教 师 可 先 用 幻 灯 显 示 出 课 文 的 插 图 ，

然后插入导语： “狐狸 神气活现， 大摇大摆； 老 虎 东 张 西

望， 半信半疑。” 接着放配乐， 教师范读课文。 此时学生的

课程·教学

78



二○

一○

年

五

月

号

上

半

月

视觉中呈现的是森林中两个很有特色的形象， 他 们 已 完 全

陶醉于故事的情节之中。 根 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语 言 文 字

训练的要求， 或插放乐曲、 歌曲， 或学生演唱， 或 教 师 弹

奏， 或师生齐唱， 或配乐范读， 学生学习， 如同 欣 赏 音 乐

一样轻松愉快， 学生自然乐学。

三、 审美： 激活学生潜在的艺术灵性

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 的 过 程， 然 后 才 成 为 科

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 从学生发 展的过程来说， 教 育 是 精

神的唤醒、 潜能的显发、 内心的敞开、 主体性的 弘 扬 与 独

特性的彰显。 小学生每一个人都是 “本能的缪斯”， 〔5〕 儿

童文学审美教育的任务， 就是要激活他们潜在的艺术灵性。

（一） 在比较中感受语言的准确凝炼

寓言以其短小精悍、 语言精炼为特点， 所以在教学中，

教者通过添词、 去词、 换词等方法， 引 导学生在比 较 中 感

受寓言语言的准确、 凝炼， 从而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熏陶，

培养良好的语感。 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在教学 《狐假虎威》

时有这样一个片断：

生： 在茂密的森林里， 有一只 老 虎 正 在 寻 找 食 物， 一

只狐狸从老虎的身边窜过， 老虎扑过去， 把它逮住了。

师： “窜” 是什么意思， 可以换成 “跑” 吗？

师： 为什么不用 “跑” 呢？ 我 们 再 来 请 教 一 下 字 典 先

生， 看看 “跑” 和 “窜”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学 生 查 字

典）

生： 逃跑、 乱跑。

师： 那么在这里是乱跑还是逃 跑 呢？ （是 逃 跑） 理 解

了， 老 虎 来 了， 狐 狸 紧 张 不 紧 张 （紧 张） 大 家 再 读 一 读 ，

看谁能使大家感到紧张。 （自读后指名读）

我们在感受寓言语言的准确、 凝 炼 的 同 时， 对 寓 言 中

出现的成语、 经典语句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 积累、 运用，

从 而 丰 富 学 生 的 语 言 库 ， 丰 富 他 们 的 文 化 积 淀 。 例 如 ，

《狐假虎威》 一 文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四字词语： 东张西望、

大 摇 大 摆、 神 气 活 现、 摇 头 摆 尾、 撒 腿 就 跑、 狐 假 虎 威 。

寓言中这些理智性、 概括性很强的语言， 含有深 刻 的 教 育

意义的语言也可引导学生进行理解、 背诵、 积累、 运用。

（二） 在对话中感悟形象的典型生动

优秀的寓言故事里有着丰厚的 容 量， 蕴 涵 着 深 刻 的 人

生哲理， 需要学生们去推想言外 之意， 品评味外之 味。 在

教学中， 教者要善于创造各种情境， 引导学生与 文 中 的 人

物对话， 在对话中感悟人物的形象。

教学 《滥竽充数》 一文后， 教 师 可 引 导 学 生 扮 演 南 郭

先生， 其他同学学做小记者， 对南郭先 生进行采 访， 采 访

的内容由学生自定。 如： 南郭先生， 你为什么 要 逃 跑？ 南

郭 先 生， 经 过 这 件 事 后， 你 以 后 有 什 么 打 算？ 南 郭 先 生 ，

如 果 你 的 后 人 也 学 习 吹 竽， 你 有 什 么 话 想 要 告 诫 他 的 吗 ？

……学生通过与南郭先生进行对话， 倾 听 南 郭 先 生 的 逃 跑

感言， 不仅深刻地 理解了寓意， 更重要的是南郭 先 生 这 样

一个人物形象已扎根于学生脑海， 他们知道做 什 么 事 都 要

脚踏实地， 滥竽充数、 自欺欺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三） 在想象中走进人物的美好心灵

寓言故事常常配有插图， 寓 言 作 家 所 创 造 的 插 图 具 有

幽默、 风趣、 童话般的意境。 教学中， 教师要指 导 学 生 观

察插图， 深入画面的意境， 认识事物的本质意 义， 为 揭 示

寓意做好准备。 例如， 一位教师在教 《狼和小羊》 一课时，

让学生联系插图朗读课文， 想象当时小溪边 的情 景。 充 分

利用书中的插图， 加强教学的形象直观性， 让 学 生 感 知 狼

和小羊的个性 特点， 狼的声音粗暴、 凶残和蛮横 无 礼， 小

羊的软弱温驯， 从而对小羊产生同情， 怜悯。 审 美 建 构 实

质 上 就 是 在 阅 读 教 学 过 程 中 追 求 一 种 艺 术 化 的 理 想 境 地 ，

以美的规律来优 化和规范言语实践行为， 使小学 生 进 入 审

美 的 胜 境， 以 美 怡 情、 以 美 启 真、 以 美 激 智、 以 美 育 德 ，

从而促进语文素养和身心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 在 寓 言 教

学中， 引导学生感受 美， 欣赏美， 学生就会在智 慧 的、 诗

意的、 充满哲学意味的寓言意境中得到美的熏陶， 进 而 促

进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和谐全面地成长。

注释：

〔1〕 张 弛 . 语 文 教 育 人 文 论 〔M〕 . 杭 州： 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

2006： 85.

〔2〕 肖 川 . 教 育 的 理 想 与 信 念 〔M〕 . 长 沙： 湖 南 岳 麓 书 社 ，

2002： 35.

〔3〕 王灿明. 儿童创造教育论 〔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85.

〔4〕 詹栋梁. 儿童哲学 〔M〕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27.

〔5〕 （挪威） 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 . 本能的缪 斯 〔M〕 .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

（孙 建 国： 江 苏 省 泰 州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党 委 宣 传 部

副教授 江苏泰州 225300 责任编辑： 张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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