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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小

学低年级的儿童而言，民间故事的内容、情节、语言

等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利用民间故事开展儿

童的写作训练，不仅符合儿童心理发展和语言发展

的特点，而且对于培养儿童的写作兴趣和爱好、发

展儿童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 民间故事对儿童写作教学的影响
（一）民间故事的涵义及特征

民间故事属于民间文化，是民间文学里的一个

重要门类。民间故事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

谓狭义的民间故事是指民间神话、传说、寓言之外

的那些具有幻想性或现实性较强的散文类叙事作

品；所谓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泛指神话、传说、童话及

人民群众所创作和传播的散文类民间文学作品。

但从总体上来说“民间故事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

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散文类民间口头文

学。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

幻想故事、童话等多种形式”[1]P192。

民间故事具有以下特征：语言生动形象，吸引

力强；情节离奇、充满神奇幻想，表达了人民群众内

心的美好愿望；大都是以口头语言来传播的，并且

通过口头表达和传述的方式使之得到不断地修改

和提升；较多地采用了象征、夸张等形式，从人民群

众生活本身出发，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可以看

出，民间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儿童从民间故

事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自然会熟悉其中的文学语

言，可以增强儿童的语感，使儿童的写作水平得以

提升。与此同时，儿童通过阅读或倾听民间故事可

以积累那些富有表现力的字、词、句、段，这对儿童

的写作水平的提高是极其有利的。

（二）民间故事适应于儿童写作教学的理论基础

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理论强调了“学习是一

个主动的过程。学习的最初刺激乃是对于所学材

料的兴趣。即主要是内在动机，而不是诸如等级、

奖赏、竞争之类的外来目标。然而怎样才能激起对

学习本身的兴趣问题，却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应该

做出更多的努力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2]P85。民间

故事的在语言、内容上的特点，都表现出了对儿童

极强的吸引力，是儿童感兴趣的学习材料，能够激

发儿童的学习动机，让儿童积极主动地学习。因

此，用儿童感兴趣的学习材料—民间故事来指导儿

童写作，可以使儿童喜欢写作学习，从而可以更好

的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写作思

维。

维果斯基提出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并对

发展的实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心理发展观”，认

为一个人的发展是心理的发展，而且是在环境和教

育的影响下，由低级心理机能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

转化的过程。儿童的心理发展起源于社会历史文

化的发展。而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然也是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民间

故事情节离奇、充满神奇幻想，表达了广大群众内

心的美好愿望，对儿童心灵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

义，能够很好地促进儿童心理的发展，从而可以提

高儿童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儿童写作

水平的提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利用民间故事指导儿童写作教学的现实可能

性

1.民间故事容易为儿童接触到

民间故事大都是集体创作的，内容来自民间，

反应民间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憧

憬，并且通过口头传承，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可以

经常听到长辈们讲的神话传说或童话故事，在平时

很容易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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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间故事能够迎合儿童的心理发展需要

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维果斯基提出了三个

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最近发展区”的思想，“最

近发展区”确定了两种发展水平：现有的发展水平

和以现有水平为基础在别人的指导和帮助下所达

到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水平。因此教学要以学生现

有的知识水平为基础，从学生的切身实际出发，小

学生的作文教学更是如此。推荐儿童阅读民间故

事，这样既能满足儿童储备原材料的需求，又能陶

冶儿童的心灵，恰好可以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

3.民间故事符合儿童的语言发展特点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7—11岁儿童属于

具体运算阶段，虽然此阶段儿童的认知和心理结构

已经发生了重组，能够进行逻辑运算，具有了抽象

的概念，但此阶段儿童的思维仍然需要具体事物的

支持。而民间故事的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也比较通

俗易懂，易于儿童接受和理解，能够符合儿童语言

发展的需要。

二 用民间故事指导儿童写作教学的实施策略
（一）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民间文学素养

用民间故事指导儿童写作，教师的民间文学素

养至关重要。“支持教师教学行为的是教师的专业

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

结构和专业技能是教师专业的核心。是教师教学

行为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3]P239。要想给学生一

瓢水，那教师就必须有一桶水，甚至是一池活水。

教师的教学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基础，教师要想通过

民间故事的教学来增加儿童的写作兴趣、提高儿童

的写作水平，那么教师就要具备一定的民间文学知

识。

1.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提升专业素质

教师要有提高自身民间文学素养的意识，在平

时要做好积累，多读一些民间文学的刊物和书籍，

阅读较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作品。与民间故事有关

的文学评论也要有较多的了解，获得更多的具有文

学价值的民间故事理论。在日常的工作中同事之

间也可以互相交流关于民间故事的评论，探索民间

故事对于作文教学的独特价值。

教师不仅要在理论上使自身得到充实和提高，

在教学实践中也要充分利用教材，开发新的课程资

源。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第8单元的课文，

围绕民间故事这一主题编排的，共有四篇课文，《古

诗两首》（《乞巧》、《嫦娥》）、《西门豹》、《女娲补天》、

《夸父追日》，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就可以充分利用

教材中的这些民间故事，在教案的编写、课文的讲

解中穿插写作训练，从而使自身的素质在关于民间

故事的教材运用以及教学讲解的教学实践中得到

提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只有看的多了、了解的多了、懂得多了，教师在

教学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有完整的知识体系才会

对民间故事在写作教学的运用中有一个系统的构

思和框架，从而使自身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得

到一个最大的提升。

2.利用学校、社会力量提升教师民间文学的素

养

要提高教师民间文学的素养，也需要学校和社

会的大力支持。学校可以订阅更多的关于民间故

事的书籍、报刊等，设一个专门的民间故事阅览室，

这样会更方便教师对故事材料的搜集和积累。平

时也可以举办一些关于民间故事阅读比赛的活动，

让老师参与其中，积累更多的知识。

针对提高教师民间文学的素养这一问题，各大

高校可以开办专门的培训班，并邀请知名专家对教

师进行系统专业的培训，让教师能够在高等院校中

接受在职培训，或让教师在高校中接受系统的再教

育，提升教师的民间文学理论素养。

（二）民间故事阅读与写作训练相结合

要想写出好作文，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阅

读是写作的基础，是沟通生活与作文的渠道，是间

接获取写作材料的桥梁，也是直接获取写作知识和

语言材料的重要途径”[4]P145。只有把阅读和写作紧

密的结合起来，作文才不至于空洞，不会言之无

物。因此，把民间故事阅读与儿童的写作训练联结

在一起，会更好地促进儿童写作水平的提高。

1.通过民间故事的阅读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

写作也需要积累，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虽然课堂学习很重要，但是课外阅读也不容忽

视。教师要引导儿童多读一些故事刊物，读的多

了，不仅可以开阔儿童的视野、增加儿童的文化储

备，而且收集了写作材料、丰富了写作知识、活跃了

儿童的写作思维。

2.通过民间故事的阅读训练写作的结构模式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

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因为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

心得或方法的。”杜甫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之论，读的书多了，文章自然也就写的好了。儿

童写作也是如此。通过对民间故事的阅读和积累，

可以增强儿童的语感，了解行文的章法结构，能够

从故事的情节内容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懂得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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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模式，从而使写作变得轻松容易。

3.通过民间故事的阅读训练语言表达

民间故事不仅是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描写也是

生动形象、神奇夸张，运用的各种修辞，还有叙述、

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都是儿童写作中可以

借鉴的。儿童通过阅读民间故事，可以积累好的

字、词、句、段，增长见识、丰富知识，增加语言储

备。老师可以每周开展民间故事会的活动，让儿童

在听故事、讲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学会如何

进行语言表达。

民间故事包括了神话传说、童话、寓言故事，这

些都是儿童十分感兴趣的，故事中的神奇内容、离

奇的故事情节、夸张的语言描写都能深深地吸引儿

童阅读，通过阅读积累了素材、语言和技法，儿童在

写作中自然会游刃有余。因此，民间故事是教师向

儿童推荐的最佳阅读读物，把对民间故事的阅读与

儿童的写作结合起来，让儿童在阅读中学会写作。

（三）用民间故事设置写作情境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写简单的记

实作文和想象作文，想象作文的内容比较广泛，包

括:童谣、寓言、故事、儿歌、儿童诗等。但想象作文

在实际的教学中常常被忽视，鲁迅说：“孩子是可以

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是月亮以上的世界，想到地面

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途，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

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民间故事具有自身的情

趣美，它能够激发儿童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利用民

间故事让儿童开展写作还能唤起儿童内心对写作

的渴望，从而使儿童在自己梦幻世界里自由驰骋、

演绎精彩。以下是几种用民间故事设置情境的写

作方法：

1.续写法。续写是让学生根据已有的文章开

头，写一篇完整的文章，或者是根据一篇文章的结

尾续写一篇文章。如：在学完《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一课后，学生们已经知道了雄日是因为诚实才被选

为国王的继承人，那么可以让儿童根据故事的结尾

续写一篇文章：《手捧空花盆的孩子当上国王以

后》。

2.联想法。联想法是让学生根据已知的内容由

此及彼地展开想象来写文章。如：在学完古诗《嫦

娥》后，教师可以让学生阅读《嫦娥奔月》的故事，然

后根据学习的古诗和看的故事，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写一篇嫦娥在奔月后《嫦娥在月宫中的生活》。

3.假设法。假设法是让学生根据假设性的问

题、题目或情景，写出片段或成篇的文章。如：在学

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一课时，假设老太婆不是一

个贪得无厌的人，那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可以据

此写一个片段或一篇文章。

4.图画故事。根据图画，写出想象中的故事情

节，发挥想象思维，使画面以外的内容跃然纸上，化

静为动，使无声变有声。可以给出民间故事的几幅

图画，不告诉内容，让儿童看图写故事。

总之，用民间故事指导儿童写作，既符合儿童

的心理的特点，又可以让儿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写出自己想象的故事，从而可以培养儿童的创

造能力，提高儿童的语言思维能力。

民间故事在内容、语言、结构、情节等方面的特

点都是与儿童的心理语言等方面相契合的，根据一

些心理学的理论，用民间故事来指导儿童学写作也

是合理的，通过民间故事阅读与儿童写作结合，对

激发儿童的写作兴趣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之，民间

故事对提高儿童的写作水平有着重要作用，要充分

利用这个资源，来发掘儿童的创造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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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Typ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Leading Cadres

JING Zai-ping
（Personnel Department，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Mianyang，Sichuan 6210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styl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role orientation of leading cadres and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tyle parties，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role
characters of cadres，view about learning and party construction of leading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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