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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融入小学语文课堂的探讨

◎张洁
摘要：民间故事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资源，每一篇民间故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与哲理，所以，在小学语文课

堂中融入民间故事的讲解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即能够一改课堂枯燥的氛围，又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运用创新的形式，

将民间故事融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成为教师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章通过对民间故事如何合理自然地融入到语文课

堂的方法策略进行分析，逐步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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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

的表现形式，叙述起来往往生动有趣，通

俗易懂。任何一篇民间故事都是通过奔走

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这

也正是为什么民间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能与

当今社会接轨的原因。本文所阐述的民间

故事融入语文课堂有三种教学创新形式，

分别是将民间故事与阅读相结合，提高学

生的识字能力和阅读能力；将民间故事和

德育相结合，对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

传授和发展；将民间故事与语言表达相结

合，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一、将民间故事和阅读相结合

生僻字往往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大

部分学生不愿意去学习生僻词，这就导致

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出现了阻碍。一些民

间故事虽然通俗易懂，但往往也伴随着一

些学生不认识或者没有接触到的生僻词，

在网络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教师多采用

板书生僻字的形式，来指导学生学习字词，

逐字逐句带领学生阅读和识字。而如果能

将其他的形式引入到生僻字的学习中，学

生学习新字词就会更加轻松和省力了，达

到这样效果的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将民间故事融入到生僻字教学中。

例如，在《牛郎织女》这一民间故事

中，有这么一段话：“...... 是那样揪心裂胆，

催人泪下 ...... 王母见此情此景，也稍稍为

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所感动，动了恻隐之

心。”短短的两句话可能就包含有学生并

不认识的两个生僻词：“揪”和“恻隐”。

通过让学生反复阅读文章，将民间故事和

学习生僻词交织在一起，一边学习词语，

一边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与经典，学习和阅

读的能力都在此过程中提升了。

二、将民间故事和德育相结合

现如今，语文教学更加看重的是对于

思想和文化的渗透，也就是让学生在无形

中受到文化的滋养。小学语文教材中，民

间故事比比皆是，语文教学应当处处留心，

不能够只停留在故事内容的表层，而是应

该深入挖掘故事所表达的寓意和其深处的

内涵，让学生在无形之中受到德育教育。

对于学生来说，理解作品本身的内容并不

是很难，但是如果被问到这个故事要深层

表达什么含义的时候，学生往往答不出来，

或者答不对点。作为教师，要循循善诱，

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了解民间故事深层的

寓意，从而将道德和美好的品行真正内化

于学生心中。

三、将民间故事和表达相结合

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识”

到“知”再到“用”三个阶段，前两个方

面的叙述已经阐明了如何让学生在学习民

间故事的过程中从“识”到“知”，那么

第三个阶段，将民间故事融入到小学语文

课堂中，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表达，学以

致“用”，传统的阅读和背诵教学往往

让学生采用死记硬背，抽查的方式，这

样的方式学生学习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可以将民间故事和表达相结合在一起。

通过将民间故事应用到小学的语文课堂

中，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

也能拓展知识面，为课堂的进一步开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例如在《木兰从军》这一民间故事中，

恰逢皇帝招兵，但是正赶上花木兰的父亲

生了重病，不能按照皇帝的要求去赴任，

于是花木兰说服家人，女扮男装，替父出

征。这一情节就给学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花木兰是怎样说服家人的呢？通过提出这

个问题，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进行表达。在表达的时候可以请

同学们站起来，对问题的答案进行一定的

猜测，可以引导学生发散自己的思维，对

于问题的结果大胆进行预料，养成勤动脑

的优良习惯，真正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四、结语

在现代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的传

统文化正在逐步走向衰弱。为了改变这样

的一种趋势，教师和学生都要付出非同一

般的努力才行，加强民间故事在语文课堂

中的融入，教师责无旁贷。而民间故事作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具

有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特点。将民间故

事融入到小学语文课堂中，课堂内容的丰

富度会大大提高，学生对教师和学科的满

意程度也会增加，与此同时，还能提升学

生的多种能力，于无形之中授予德育教育，

提升小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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