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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衢州市实验学校 吴丽霞

童话创编是小学中段语文教

学的重要内容，统编版教材分别

在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和下册第

五单元安排教学，并要求学生编

写童话。

我原本以为学生们是浸泡在

童话中长大的，肯定能够创编出想

象丰富、一波三折、原汁原味的各

种精彩童话。但是，事实没有我预

想的那么好，大部分学生编的童话

情节简单，叙述平淡，语文组的同

事们都表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找到一种好的方法，帮

助学生把童话写得有趣、精彩？

首先，针对情节的薄弱，我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关注童话中的情节，

感受其神奇和精妙之处，并从三方

面去解码：一是万物有灵，童话赋予

世间万物以人的语言、思想和情感，

这一点是童话的精髓；二是无巧不

成书，设置巧合能让故事更引人入

胜；三是让人物拥有神奇的魔力，这

种魔力可以超越生活常识。

其次，小学生不能很好地运用

语言，尤其是人物和场景描写，但

不排除有个别创作能力强的学

生。大部分学生只能写出谁用某

样东西干什么，至于怎么做的，写

不太清楚。

分析之后，我们决定让学生模

仿课文中的段式，这样可以帮助学

生掌握表达顺序。比如《胡萝卜先

生的长胡子》里写放风筝的男孩遇

到困难，不仅写了男孩的语言“这

绳子够长，就是不知道够不够牢

固”，还写了男孩的动作“扯扯胡

子”“确定足够牢固”“剪一段”等，

这样场景才清楚生动。

这是一位学生修改后的练笔

片段：

在小溪边，一位戴着老花镜，

穿着黑色大衣的老人正在钓鱼。

但他的渔线不知被什么东西弄断

了。他正坐在板凳上，拿着一根断

渔线唉声叹气：“这是我最后一根

渔线，它断了我可怎么办呀？”

每一篇童话都有自己的写作

风格，许多童话在段式上会有明显

特点。如《小真的长头发》中写长

头发的四种用处，每一处都写得妙

趣横生；再如《那一定会很好》中的

种子、树、手推车和椅子的段落样

式，既相似，又有递进。

这些都很适合学生模仿，给初

次创编童话的学生降低难度，让学

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虽然童话故事不同、主角不

同，表达的主题也不同，但是故事

结构却极为相似。我经过简单地

梳理，将适合小学中段学生模仿的

童话结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人物闯关型。这是童话作家

们最喜欢的结构形式。《小蝌蚪找

妈妈》《棉花姑娘》《小壁虎借尾巴》

《去年的树》都采用这种结构。教

学时，给学生们整理几篇最具代表

性的文章，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发

现文本里共同的秘密。在此基础

上，让学生先设计童话的主题、主

角、配角，再用这种闯关的方式来

编写情节。

情节反复型。《总也倒不了的

老屋》《胡萝卜先生长胡子》这类童

话都是采用“反复”的结构来讲述

故事，和人物闯关型有点类似，闯

关型结构是尝试一次，不成功，再

试一次，而反复型结构则是每次基

本都能成功。学生们写《一朵善良

的花》《蒲公英的旅行》《豪猪招兵》

等童话，一篇有一篇的特色。

双方互动型。教材里的《纸船

与风筝》《称赞》，《小巴掌童话》里

的《一大半和一小半》，还有《喜鹊

和蚂蚁》都是这种结构最有代表性

的文章。这类结构的故事主人公

有两个，他们之间有互动，有时是

你送我一个礼物，我也回送你一个

礼物；有时是你称赞我，我称赞你。

主角吃亏型。编写这类童话

的目的是纠正人身上的某些不良

习惯。因为这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吃大亏，最后

省悟，改正错误。如《骄傲的大公

鸡》，让学生读完这篇文章，找到大

公鸡有什么缺点，他分别遇到谁，

最后怎么了。学生们喜欢把自己

身上的毛病安排到小动物身上，可

以是拖拉，可以是没礼貌，也可以

是不讲信用，然后再设计情节。

结果倒推型。许多小动物都有

属于自己的特点，比如蜜蜂有刺、小

鸟有翅膀、兔子长耳朵等，为什么他

们会拥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编

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始，小动物是

没有这种特点的，发生了一些事情，

最后就拥有了这种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种方法并

不是独立使用的，往往是综合运

用，互相渗透，比如在运用吃亏型

结构时，可以结合运用反复型或者

闯关型结构。这样写出来的故事，

创意十足，非常有趣。

给学生搭一些高高低低的梯

子，学生就会觉得写童话并没有那

么难，可以大胆地模仿，大胆地想

象，轻轻松松地创编自己喜欢的人

物和故事。

翘 楚（楼主）
教育部新近发布通知，决定启动实

施中西部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

划，该计划2019年在安徽、河南、陕西、

甘肃四省先行试点。

乡村学校留不住教师，特别是留不

住优秀教师，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

展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要发展乡村

教育，为振兴乡村打下坚实基础，很需

要优秀的乡村教师、乡村教育家。

对于乡村学校设立首席教师岗位，

你有话说吗？

赵占云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逆流

而上。在所有人眼里，城区学校是高

处，乡镇学校是低处，“有志向”的教师

都会往城区靠拢，“无大志”的教师则在

乡村教书。在许多县市教师招考中，成

绩越好的教师越能选择城区的好学校，

成绩略差的教师只能选择乡镇学校，而

乡镇教师为挤进“围墙”之中，教书几年

后继续参加进城考试。原因是城区教

师能够有更大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

能，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

农村评定首席教师是对扎根于农

村教育事业的教师们的一个肯定，有助

于优化农村学校教育资源。除要给予

一定的优厚待遇外，更重要的是，要让

这个称号成为众多教师所向往、所奋斗

的一个目标，最终改变城乡差别的固有观念，让教

师们无论在哪里教书育人都能够发光发热。

翘 楚
作为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作为在农村教书的

教师，我非常赞同此项举措。乡村学生需要高素

质教师，期盼名副其实的乡村教育家。

天地间
很有必要。农村学校真的十分需要有这样一

只领头雁。这只领头雁可以不是校长，可以不是

书记，但必须是由道德高尚、抱负高远、知识高深、

形象高大的人选担当。

龙泉许东宝
现在硬件设施方面农村学校和城区学校相差

不大，网络、白板、塑胶操场一应俱有。但有一点

确实是真的，那就是农村教师往城里调，而没有城

区教师往乡下调。

其实，乡下学生数少，福利比城区好，工作相

对轻松，那为什么农村教师还要往城区调呢？

我想主要是家庭原因，也就是夫妻双方要为

子女的教育考虑吧。农村学校评首席教师，肯定

会对农村教师的素养提升起到一个积极作用，农

村学校的软实力肯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杨铁金
我觉得农村学校首席教师有乡村全科医生的

味道，什么病都懂，但绝非什么病都能治。诊病治

病一靠技术，二靠设备，三靠药物，另外还要有信

仰，让病人和家属相信你。办好乡村学校也是如

此，最可怕的浪费就是：校舍是新的，却没有几个

学生；设备是新的，却没有拆封；首席教师评了，人

却闲着。

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百姓（特别

是青年学生）的目光，正在被摩天大楼吸引。振兴

乡村，当务之急是重塑乡村信仰，让乡村成为投资

宝地和人才用武之地。

白竹居
很有必要，非常及时。随着教育提质计划摆

上议程，教师职业地位的提升，高素质人才的引

进，相应举措应该跟上，给优秀教师发展空间，让

他们在农村也能安得心，稳得住，留得下。

宣 斋
好事啊，能够让乡村教育进一步得到提升的

都是好事。现在很多农村家长为孩子长远发展，

都努力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既不方便也破

财。如果乡村学校教育资源能得到大幅提升，我

想这种状况会缓和不少。

雷 恒
我很赞成农村学校评首席教师。其实对于首

席教师而言，责任远大于荣誉。虽然首席教师并

非有多少学术地位，但有极大的带动作用。这相

当于大家有问题可以找一个探讨对象，广大教师

在教育教学路上多了一位可靠的伙伴，从此不再

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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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哇，这里的葡萄有200多个品种呢。”

“原来立体栽培的架子是这样搭

的，赶紧拍下来。”

“连西瓜也长在架子上，每个都用

尼龙网兜挂着，成熟以后这样直接拎

走吗？”

……

一进入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杨渡基

地，杭州第六中学的师生们就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不仅向数字农业研究所所

长吕晓男提了一连串问题，连挂在墙上

的实验记录表也不放过。专业的育种

和栽培方式是怎样的，科学试验要考虑

哪些条件、设计哪些步骤……师生们

对每一个细节都感到好奇，拼命把知

识装进脑子里，记在本子上，摄入手机

中，带回去研究借鉴。

据杭州第六中学“STEAM+农业”

项目带队教师夏克锋介绍，学农社团

每学期由学生自主报名组建，目前已

经是第四期了。从本期开始，社团活

动中引入了STEAM课程元素，形成

了“STEAM+农业”的新概念。

近两年，一种基于STEAM教育

理念的“智慧农业”课程开始流行，农

业也成为 STEAM 学科家族中的一

员，使得这个跨界融合的教育体系变

得更加多元化。

智慧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在

于：它不限于世代相传的看天吃饭的

田间经验，而是集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等现代技术于一体，实现农业的

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智能预

警、智能分析等精准化管理模式。

而“STEAM+农业”课程与传统的

学农活动的区别在于：它不限于让学

生体验简单的种植和养护，而是突出

跨学科、实践、创新的目标，通过相关

软件和智能设备，引导学生在“玩跨

界”的过程中，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

了解农业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例如，有一道很多人都有可能遇

到的难题：暑假期间，全家要出去旅游

15天。家里的绿植无人浇水，必然枯

死。请钟点工要花钱，请亲友帮忙照

看，会占用亲友的时间。为了一点廉

价的植物，似乎不划算，有没有更好的

办法？

此时，学过“STEAM+农业”课程

的学生就大显身手了，他们用湿度计、

小电机、可乐罐、塑料管等材料，自己

制作一个自动灌溉器，定时定量给家

里的绿植浇水。

为了实施“STEAM+农业”课程，

杭州第六中学利用校园的边角空间，

开辟了一块“智慧农业科研基地”，包

括生态农业园、种子培养室、科普展览

室等，占地140平方米。

据悉，这是浙江教育出版集团

“STEM未来计划”团队搭建的课程平

台，整个课程分两学期实施，结合初中

科学教材中关于植物探究的内容，研

发了种子、栽培、灌溉等主题，在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研究所专家的

引领下，为学生提供了行为支架和评

价支架。

例如，记者看到，油菜花（120株）

一项，在手册上规定了实施环节：种子

放在约30℃的温水里浸泡约5小时，

捞出后放在温室中，当有一半露白即

可播种；土的厚度不要过3厘米，盖上

一层干草用水浇透。

今年开春，第一批种子已经播下去

了，包括辣椒、小番茄、黄瓜、茄子、秋

葵、冬瓜、南瓜、马铃薯、茭白、丝瓜、黄

豆、豇豆、花生等十几个品种，不光有蔬

菜瓜果，还有主要粮食作物玉米、红薯，

甚至还挖了一块小小的水稻田，学生们

亲手插了整整齐齐的一畦秧苗。

由于场地有限，每个品种只种几

株，每周三下午第一节课是活动时间，

学生们利用午休和放学后的时间，为

农作物浇水、施肥、除虫、除草，做常规

的观察记录。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信息技术

教研员方顾表示：“未来，基地将面向

公众开放，成为全区学生的智慧农业

学习中心。”

目前，“STEAM+农业”仅是一个

社团课程，并未向全校学生普及。指

导教师夏克锋向记者阐明了“主食”和

“零食”的关系，他认为初中科学学科

是学生的“主食”，而STEAM课程是

“零食”，很多学生都是抱着“玩”的心

态来参加学习的。“零食不能当饭吃，

如果说在STEAM课程学习中受到启

发，从而促进科学学科的学习，这是有

可能的，但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初一（3）班学生陈鹏冀却感觉对

科学成绩的提高有帮助，因为学习

STEAM 课程激发了他对科学的兴

趣。“我是觉得好玩，才选报了这个社

团，但每人只能学一个学期，下个学期

我得退出，把机会让给别人。”陈鹏冀

有些遗憾。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吕国飞

古有武林中人，得武林秘籍，便
功力大增，雄震天下。

本周开启多音字复习程序。六
年级学生积累的多音字有近百个，
我提议他们用联想法牢记。比如

“埋”有两个不同的读音：“生活中我
们不要时常埋（mán）怨他人，要脚
踏实地，埋（mái）头苦干。”

学生们对此兴趣盎然，对某个
多音字如何这般地用一句话牢记，
纷纷献计献策，一有灵感就告诉
我。我把学生们的智慧集纳起来，
再加上从网上搜集的资料，编了一
本《多音字宝典》。

“这次细心观察生活、用心书写
漂流日记的同学，将收获一部有关

多音字的秘籍。”我提出奖励条件，学生们两眼
发光，紧紧盯着我手中的这一叠东西。“一句话
能巧记一个多音字，共88句话，88个多音字。
这是集众人之智慧，撷大家之想象而成。得此
者，定能轻松攻克多音字难关。”

“老师，我写作能力不好，有秘籍吗？”
“老师，这本秘籍里有我的经验之谈吗？”
“老师，还有什么秘籍？”
……

“下一回的秘籍是‘我为写作狂’，认真阅读
鲁迅的《朝花夕拾》者，将得到一位大师对于写作
要领的指导秘籍，共有8个主题。其一是——”
我略作停顿，以“诱生深入”，“‘如何在叙事时编
制一个巧妙的局’，敬请期待……”

在赏识教育的潮流中，经过一拨又一拨奖
励后，学生们似乎已经对小红花和棒棒糖感到
疲惫了，物质奖励对
人的作用毕竟有限。
自从我把学习秘籍当
作奖品之后，学生们
既感到新奇，又能保
持学习动力，而且因
为参与了秘籍的写
作，学习效果自然事
半功倍。

为什么孩子写的童话一点都不好玩奖
励
学
习
秘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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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竟然还可以加上“农业”

学生利用午休时间养护及记录吕晓男在向师生介绍数字农业

不妨一试

学生在学习立体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