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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生命之初，都曾经和童话相遇。那个永远的木偶匹诺
曹，那只跳过了生命转折点篱笆的丑小鸭，那只属于全世界的会奏乐的
蟋蟀和他的老鼠朋友，还有每个孩子心中永不会老去的白雪公主……
童话给予我们的审美体验，在时光的交替更迭中，慢慢沉淀、落定，即便
在我们成年以后，也依然氤氲弥散，芬芳成我们生命里的一种温暖。如
今，挽留童话的渴望，成为了心中执着而坚定的信念。

和童话，美丽的相遇
童话阅读策略建议

当童话和策略相遇

童话很柔软，策略很生硬；童话很
灵动，策略很呆板。如何跨越两者之间
的陌生感，找到两者的相通点？童话至
少是有三个特质：

很美——它是无法捉摸却又住在
每个人心里的美丽国度；

很真——它的特殊语境许诺了这
样不真实的真实；

很温暖——它把一些普世的东西
吹进所有读的人的心里。

针对这三个特质，阅读策略也有一
些相应的要求：要自然，符合孩子的身
心规律，符合阅读认知的规律；要是孩
子们真实的需求，而不是别人强加于他
的；要温暖，充满人文关怀的，而不是生
硬、死板的……

当策略和孩子们相遇

1、《精灵鼠小弟》
2、《时代广场的蟋蟀》
3、《德国，一群老鼠的童话》
4、《塔克的郊外》
5、《浪漫鼠德佩罗》
6、《真正的贼》
7、《老鼠阿贝漂流记》
在童话里，老鼠和耗子是有区别

的。耗子是邪恶的，而老鼠，大致都是
可爱的。这7本书里老鼠们各有各的
模样、各有各的性格。

爱读书的老鼠，偷了东西却那么后
悔的老鼠，为了一条丝巾历经漂流之苦
最后终于回到温暖的家的老鼠……在
读书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很多不同模
样、不同个性的老鼠……随手在空白处

将它们画下来，选那一只最与众不同
的，做自己的朋友吧！

此系列的阅读策略建议：为我的朋
友画个像（人物形象再创造）

我的想法：
鼠系列本身就是以人物形象为归

类维度的，以人物形象的读者再创造为
突破口，依托想象，画一画这些可爱的
老鼠的模样，情节就在那些表情里、衣
着里、道具里，被抚摸被记住，书中醇厚
的文意，随人物形象的绘画也呼之欲
出。

记住一个情节比记住一个道理更
重要；喜欢一个书中的人物比无意识地
读几本书更重要；跟一只老鼠做朋友，
很重要。

曹红燕

假如，我们和老鼠做朋友
——童话之“鼠系列”

主题一：

1、《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绿野仙踪》
3、《木偶奇遇记》
4、《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5、《乌丢丢的奇遇》
6、《小布头奇遇记》
你喜欢旅行吗？旅途中就充满了

未知的惊喜或惊险或感动或悲伤。这
几本书里的主人公，都是旅行的人。

阅读策略建议：让旅行的路开满花
儿吧（画一画线索图）

到哪里？遇到谁？发生什么事
情？用一条细细的线代表旅行的路，用

几个圈圈记录旅行的地点，旅行途中的
人或事情。

我的想法：
一路上的人和事，成就了旅行和故

事的精彩。拎出一条路，也拎出一本书
的线。这条线是什么？是故事的情节
结构。情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地点、
人物事件的不断变换；而地点、人物、事
件的不断变换，又推动着情节的不断发
展。两者相辅相成，或者说彼此合一。
理清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先后关系，对
于孩子来说，于思维的条理性、清晰性
都是有益的。

不曾预约的精彩
——童话之“漫游系列”主题二：

1、《假话国历险记》
2、《吹牛大王历险记》
3、《鼹鼠的月亮河》
4、《洋葱头历险记》
阅读策略建议：我猜猜猜（参与故

事建构）
读这样的历险故事，我们常常会沉

浸在作者奇异的想象里，出人意料的情
节与结局，为故事的精彩加分不少。你
试过提前猜一猜故事的下一步发展
吗？也许，只要一点点勇气和运气，再

加一点点异想天开，你也可以成为历险
故事的作者。

我的想法：
想象是所有历险故事的创作元

素，也是我们生活中自己真实的“历
险经历”的元素。本阅读策略指向
想象，指向共同建构，这种建构可能
走向两个方向，一个趋同，另一个，
颠覆。但无论走向哪一种，都属于
自我建构以后的，所以，都会产生印
记。

我和冒险有个约会
——童话之“历险系列”

主题三：

1、《我和小姐姐克拉拉》
2、《小淘气尼古拉》
3、《淘气包埃米尔》
4、《糊涂大头鬼》
5、《弗朗兹的故事》
6、《长袜子皮皮》
7、《捣蛋鬼日记》
阅读策略建议：其实，每一天

我都很乖（与文本对话）
读这些书，你们一定不会感到

陌生。他们做过的事情，说不定你
们也做过。甚至你们的妈妈也像
书里的妈妈那样说你们。我们可

以找个机会澄清一下，其实，每一
天我们都很乖。为书里的孩子做
的那些事情写个一句话日记，然
后说明一下这样做其实是有理由
的。

我的想法：
真正的童心读童心，一定会有

共鸣。和书里的人一起紧张、兴
奋、害怕、开心，没有比这更令人值
得期待的了。本阅读策略指向内
容概述、阅读体验和阅读对话——
听到、看到、体贴到，并对之进行体
悟式的对话。

祈祷你不要因为我们而发疯
——童话之“淘气包系列”主题四：

1、《小王子》
2、《快乐王子》
3、《奥菲利亚的影子剧院》
阅读策略建议：嗨哟嗨哟，我

们一起爬楼梯（升华阅读体验）
读这样的书，我们的心，有时

会悲伤，会忧郁，会陷入深深的思
考，开始对自己、对周围的世界关
注。将这种关注和思考有条理地
进行梳理和记录。用一两句话写
下自己的理解、感受或启发、收

获。也可以和书里的主人公进行
对话。让我们爬这一级级的楼梯，
到达另一个高度。当你们最终达
到最顶端那一级时，能发现，书还
是一个智者，在对我们说着某些人
生的道理。

我的想法：
好书，可以是一个成长的阶

梯。本阅读策略指向阅读感受、阅
读体验，并推动这种阅读体验进行
自我提升。

万千孩子，我只是其中一个
——童话之“生命思考系列”

主题五：

1、《我和小姐姐克拉拉》
2、《大林和小林》
3、《皮皮鲁和鲁西西》
阅读策略建议：左边是我，右

边是你（人物对比）
这三本书里的主人公，都是

有兄弟姐妹的。他们常一起淘
气、开心、挨骂，或者因为选择的
方向不同，最后有了不一样的命
运。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靠得很
近。

我的想法：
人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有些联

系比较外显，比如人物关系；也有
些联系比较内隐，比如情感、命
运。左右两边加中间，让彼此间的
联系清楚一些。本阅读策略指向
人物之间的联系，人物之间情感的
联系。这种联系的发现，有时通过
人物的对比进行，纵向为分，横向
为合，在对比中，发现人物之间的
外在及内在的联系。

一样又不一样的两个
——童话之“兄弟姐妹系列”主题六：

童话，在现实的彼岸闪现着另
一种生活的光，在那里，有自由，有
希望，有无畏的力量在跃动。而我
们，不沮丧，不轻狂，不说教，不腐
朽，在情节的建构参与里，在人物

形象的再塑造里，在和文本的对话
体验里，在故事线索的串联里，将
一个个主题，打造成一座座丰美的
花园，将童话的手交到孩子们的手
上，让他们相挽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