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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童话教学刍议

●罗　健

　　

[摘要]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是重要的文体类型,具有审美性、幻想性和教育性的特点.当前,小学语

文童话教学存在教学目标侧重于知识、忽视儿童思维和想象力发展、教学以讲授为主等问题.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基于新课标要求,聚焦核心素养,提出了童话教学目标、方法、评价设计与优化的策略,以期能够全面

提高童话教学实效,为一线教师优化童话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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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明确了“核心

素养”在当前语文教育中的统领地位，强调课程教

育应当充分凸显育人价值，以塑造正确价值观念，提升关键

能力。 同时，新课标明确了每一学段的课程教育目标，如

第一学段中，新课标强调“阅读浅显的童话、故事和寓言，

追求美好境界”，这一具体化的童话教育目标，充分凸显了

新课标下强化审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基于新

课标的指导，笔者深化了童话教学研究，认为童话之所以成

为语文阅读的首选文体，与其本身语言美、想象美、意境美

等特点息息相关。 正是因为童话独有的特点，使得其对儿

童语言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审美素养的培养都具有积极地促

进作用。 因此说：童话在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发挥

着关键性作用。

小学语文童话教学概述

(一)童话教学的内涵

《辞海》基于教育的视角，将“童话”定义为儿童文学

的重要体裁，认为童话是“利用拟人、夸张、幻想等表现手

法创造艺术形象”。 王泉根认为：童话是以幻想为核心的叙

事文学样式，以拟人、夸张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适合儿

童欣赏和接受。 本文认为：童话是运用拟人、幻想、夸张

等写作手法塑造艺术形象，以故事为叙事体裁的独特的儿童

文学体裁，兼具了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等多种特征，契

合儿童审美，有利于促进儿童思想和能力的发展。 本文所

指的“童话教学”，是指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以新课标为

指导，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童话作品为对象开展的教

学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童话学习的兴趣，注重审美和文化素

养培养，发展语文核心素养。

(二)童话教学的特点

(１)审美性。 选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童话，一般以

故事的形式呈现，富有童真和童趣。 新课标明确指出：小

学童话教学中，学生要深入体会童话故事的童真、童趣，领

会其中包含的“美”的底蕴。 诚然，与其他文体类型的作

品相比，童话有唯美的意境和语言、巧妙的构思，有语言

美、意境美、形象美等显著特点。 因此，小学语文童话教

学，具有审美性的特点，能够让学生在其中感受美的熏陶、

从而全面提升自身的审美性和创造能力。

(２)幻想性。 幻想，是构成童话内容的主体，是童话的

灵魂。 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品相比，童话作品具有独特的幻

想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作品本身的“童话性”。 因此说：

童话作品的创作，是对创作者想象能力的一大挑战。 小学

语文童话阅读中，基于作品本身幻想性的特点，教师要重点

启发学生想象力，为学生的想象创造留白空间，从而训练学

生思维能力，提高童话阅读效果。

(３)教育性。 童话作品是故事为载体，内容一般通俗易

懂，符合儿童的审美和语言特点。 同时，每一个童话故事

中，往往都蕴含深刻的道理。 童话教学就是通过生动有趣

的小故事，让学生学习到人生的哲理。 因此说：童话教学

具有教育性的特点。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作品选编分析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 教师一切教学活动的开展，都离

不开“教材”这一核心因素。 因此，基于新课标背景研究

小学语文童话教学，对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作品的选

编情况进行分析，对帮助教师全面提高童话教学的质量具有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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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梳理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可见整个小学阶段１２
册教材中，童话作品总共５５篇(包含精读、略读以及语文园

地板块的童话作品)，其中一年级１７篇，二年级２６篇，三年

级７篇，４～６年级共计５篇。 由此可见，统编版小学语文

教材中，童话作品在小学阶段占比较大(１２册教材３５９篇课

文，童话体裁５５篇，占比１５．３２％)；童话作品主要分布在低

年级(低段共４３篇童话体裁作品)。 这充分体现了编者对童

话作品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童话作品在儿童早期阅读中的

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

分析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作品的选文特点，可见

整个小学阶段，童话作品以“拟人体”童话为主(共计５１
篇，总占比９２．７％)。 拟人体童话作品主要分布在低年级，

如《青蛙写诗》《猴子捞月亮》《动物王国开大会》《树和喜

鹊》等，作品中，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形象都赋予了人

的思想和情感，这也是童话作品颇受小学生喜欢的主要因素

之一。 除此之外，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作品以中

国童话为主，如《雪地里的小画家》《棉花姑娘》等都是中

国童话，共计４４篇；外国童话为辅，仅有１１篇，这充分凸

显了我国对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呼吁。

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童话教学存在的问题

(１)教学目标侧重于知识目标。 目标是教学的灵魂，决

定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课

堂教学中，好的教学目标，既是起点，亦是过程和成果。

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本文认为：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师

的童话教学目标侧重于知识目标，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目标

设计，没有严格按照核心素养的要求进行，从而导致童话教

学与核心素养的教育目标发展相违背。 以《胡萝卜先生的

长胡子》一课的教学设计为例，在第一课时目标设计中，教

师的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认识重要生字；

②有感情地朗读课文；③结合文本结构和内容预测故事结

尾。 乍一看，教师的目标设计似乎很完整，但实际上，整

个教学目标所凸显的依然是“知识”而忽视了审美、文化、

思维等素养的培养。 这种侧重于知识目标的教学设计，往

往容易影响教学的综合性、全面性发展。

(２)忽视儿童思维和想象力发展。 童话作品幻想性的特

点，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师在童话教学中，应当注重学生思维

和想象力的启发，以更好地凸显童话作品的教育性。 然

而，本文认为：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师的童话教学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程式化，忽视儿童思维和想象力发展的问题。 以

《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教学为例，这原本是一篇生动而有趣

的科学童话，理论上，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基础知

识，更要引领学生深入领悟童话的韵味，以获得思维和审美

素养的发展。 然而，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侧重于考试

所考的基础性知识，教学的内容、流程等与其他类型文体并

无差别。 这种流程化、应试化的童话教学，不仅影响了儿

童童话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同时也让学生难以感受学习和

阅读童话的乐趣。

(３)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 针对小学语文教师童话教学

的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７０％～８０％的小学语文教师，童

话教学以讲授为主，且讲授贯穿整个童话教学的始终。 这

种以讲为主的童话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如下教学问题：一是

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处于被动听讲状态。 内在驱动力的

不足，导致学生难以深层次地领悟童话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童话作品的学习存在浅层学习的问题。 二是学生难以感受

童话之美。 学生对童话作品美的解读，不是建立在教师传

授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学生的自主探索、实践和发展的

基础之上。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童话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

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凸显，最终影响了童话阅读的效果。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的小学语文童话教学策略

(一)聚焦核心素养，明确童话教学目标

目标是教学的方向和指引，具有统领性和导向性的重要

作用。 因此，小学语文童话教学中，教师应当聚焦核心素

养，明晰童话教学的目标，以目标指导行动，构建高效童话

教学课堂。

(１)聚焦听说读写，明晰语言目标。“语言的建构与应

用”是语文核心素养的第一要义，同时也是语文教育的基础

和重心。 因此，聚焦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童话教学，教师

应当首先明晰童话教学语言目标，为发展学生语言能力奠定

基础。 通过对童话作品的解析可见：童话具有语言明快、

简单的特点，与儿童的思维和语言发展特点相契合。 因

此，小学语文教师在聚焦核心素养制定童话教学目标的过程

中，应当紧密结合童话的语言特点，立足学生语言习得的敏

感和关键期，聚焦“听说读写”明晰童话教学语言目标。

以统编版二年级语文《小蝌蚪找妈妈》一课为例，聚焦听说

读写的语言目标设计如下：专注听老师的讲解和师生问答；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采取分角色朗读的方式，展现人物形

象；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够深入思考提出疑问，

用“快活”练习说话；熟悉课文８个生字，会写６个字。

(２)重视文化引领，培养文化素养。 聚焦核心素养的小

学语文童话教学目标设计，教师应当重视文化的引领作用。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作品一般都富有寓意，蕴含着

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及人文精神。 例如，《陶罐与铁罐》

童话作品，蕴含的哲理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纸船和风筝》一文，充分展现了“待人宽容”的优秀文

化；《去年的树》一文，蕴含着“信守承诺”深厚文化底蕴。

正是因为童话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求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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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童话教学目标设计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文化引领，深

入挖掘作品中显性和隐性文化，培养文化素养。

(３)强化思维启迪，关注审美素养。 与其他文体类型相

比，童话作品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 因此，小学语文教

师在童话教学目标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基于童话作品本身夸

张、拟人、想象等表达方式，重视联想和创造、强化问题引

领，以启迪学生的童话阅读思维能力。 此外，童话作为美

学体裁，集语言美、人物美、情感和意境美于一体，在童话

教学目标设计中重视“审美”目标设计，更能够给儿童以精

神的滋养，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童话之美，培养其审美

能力。

(二)优化教学方法，启迪思维，培养想象力

童话作品往往富有“童话感”，契合儿童的审美、思维

和理解特点。 聚焦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童话教学，教师要

注重引入多元化的方式，强化学生阅读思维能力、想象能力

的启迪，优化童话教学，发展语文核心素养。

(１)朗读教学法，品析语言生命。 有学者提到：“读”

是学生语言学习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诚然，读书百遍其义

自见，有感情地朗读，既是语文教学常用的方法，亦是学生

建构、运用语言的有效路径。 因此，在小学童话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要注重朗读教学法，将朗读贯穿于课前、课堂以

及课后教学始终，规范学生语言表达，引领学生深入品析语

言生命，为提高童话教学实效奠定基础。 在指导学生朗读

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正确朗读方法的运用，如语气、语调

等，必要的时候，教师可以分角色朗读，更好地感知童话语

言，品析语言生命，提高学生语言建构和应用能力。

(２)读书交流法，感受童话魅力。 童话作品往往蕴含着

丰厚而美好的人文精神，在学生的语文学习中具有独特魅

力。 小学语文教师在童话教学中，可以为学生搭建良好的

童话读书交流平台，引领学生更好地感受童话的魅力，更好

地弘扬童话文化，同时培养学生童话阅读的兴趣。 以统编

版四年级(下)第八单元为例，该单元以“中外经典童话”为

主题，编排了三篇童话课文，分别为《宝葫芦的秘密(节

选)》《巨人的花园》《海的女儿》，该单元课文关联了中外民

族文化。 为更好地扩展学生的文化视野，教师举办了“中

外文化主题读书会”，活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主要形式是

学生推荐自己读过的中外童话故事，不仅要简要概述故事的

内容，同时还要说出推荐理由。 通过中外文化主题读书交

流会活动的举办，学生了解到了更多的童话作品。 活动结

束之后，教师亦可给学生推荐更多优秀的童话作品，如《木

偶奇遇记》等，引领学生拓展阅读，感受童话魅力。

(３)问题教学法，启迪思维，培养想象力。 童话作品往

往富有想象力。 聚焦核心素养的童话教学，教师不仅要注

重学生思维的启迪，更要关注想象力的培养。 问题教学法

在小学童话教学中的引入，这一以“问题”为主线的教育模

式，对学生童话学习思维以及想象力的启迪都具有重要的价

值意义。 在引入问题教学法的过程中，小学语文教师要关

注以下几点：一是强化问题的关联性，尽可能以层层递进的

“问题串”启迪学生连贯性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是强化问题的启发性，以开放性的问题设计，启发学生全

面深入思考。 如在《雨点儿》教学中，教师提出问题：“如

果你是雨点儿，你想去哪里呢？”，这一具有开放性的问

题，需要学生结合文本内容拓展思考，这对启迪学生开放性

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三)聚焦核心素养，优化童话教学评价

新课标下的童话教学，教师应当聚焦核心素养优化童话

教学评价。 童话教学评价中，教师既要关注内容，亦要关

注方式和主体。 具体如下：(１)评价的内容具体化。 聚焦

核心素养的童话教学评价，教师评价的内容，要具体到语文

核心素养的四大维度，以更好地明晰每一个维度的目标是否

有效实现。 (２)评价方式多样化。 即教师要规避单一的结

果性评价方式，既关注过程，亦关注结果，同时将口头、书

面等方式有机整合起来，提高评价实效。 (３)评价主体多样

化。 聚焦核心素养的童话教学评价，评价的主体不能局限

于教师一人，而是要充分发挥教师、学生等在评价中的关键

作用，提高评价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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