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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故事带领儿童走进阅读的大门
——以《立夏·摘桑葚》教学设计为例

□广西教育出版社 雷 蕾 高 春 张星华

【摘要】本文以《立夏·摘桑葚》教学设计为例，论述

用绘本故事引导儿童阅读，认为可以从图画入手，引领

儿童依据绘本图画共同创编故事；在伴读绘本故事中将

自创故事与绘本故事进行对比，学习新知、实现超越；在

延伸阅读中巩固提升；在“创造—对比—学习—借鉴—

再创造”的良性循环中进行阅读。

【关键词】绘本故事 《立夏·摘桑葚》 教学设计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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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阅读是介于“无字阅读”（图画阅读）和“纯文字

阅读”之间的阅读形式。儿童在初次接触绘本时，容易

被五颜六色的图画和各种各样的形象所吸引。质量较

高的绘本不但给儿童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图画，更有与图

画相匹配的简短文字，是儿童激发想象力进行文字学习

和阅读的“好朋友”。由于每个儿童的生长具有差异性、

不平衡性，对绘本内容的理解力与领悟力有高有低、有

快有慢。如何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都能依据自己的

现有情况，对整本书的阅读不畏惧，反而充满兴趣去读、

高效率地去读呢？笔者认为，在小学低年级儿童绘本教

学中，教师不一定非得从“以读入读”的方式入手，而是

可以先从图画入手，引领儿童先看绘本图画，想象、自创

故事，再通过伴读，将自创故事与绘本故事进行对比。

这样，儿童在学习绘本故事前，已知什么、不知什么，通

过绘本学习又学到了什么，由儿童自己选择应关注的有

用信息。这样一方面可以分解儿童一次性既看图又看

字的无目的性、注意力的分散性、阅读的低效性，将图画

的含义、儿童的想象、绘本内容三者区分又融合开来；另

一方面可以将绘本客体与儿童主体相关联，使儿童在想

象与对比中找到异同点，感受绘本阅读的乐趣。

“二十四节气”AR自然科普绘本《立夏·摘桑葚》讲

述了狍子君和狍子美在立夏时节到山上采摘桑葚，勇

敢、机智地克服苦难，最后与小伙伴一起快乐地分享桑

葚汤、“斗蛋”的故事。下面，笔者就《立夏·摘桑葚》绘本

教学为例，谈谈教师在“创造—对比—借鉴—延伸”的绘

本教学中，带领小学低年级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的初步

训练。

一、“猜猜看”环节——创造你心目中的故事

本环节的目的是实现“图”与“字”的分开教学。当

儿童的注意力集中在图画中的人物、色彩、场景上时，教

师如果能依据儿童的注意力顺势引导，提出恰当的问

题，鼓励他们创造“自己心目中的故事情节”，就较好地

把握了儿童当下的阅读需求和思维习惯。

（一）对绘本的总体感知

1.师：同学们，今天老师要送给你们一份特别的礼

物，请看（师从背后拿出绘本）——这是一本漂亮的故事

书，它有图有字，我们叫它“绘本”。它的封面是不是很

美呀？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一同欣赏的绘本，也是老师

送给你们的“精神食粮”，它的味道可不比冰淇淋差哦！

【设计意图】以“礼物”“故事”“漂亮”“绘本”等词，配

以教师“变魔术”般的语言、动作，拉近了师生距离，在课

堂开始环节抓住学生的审美心理、注意力和好奇心，让

学生想学、愿学。

2.师：我们一起先看看封面。这是什么小动物呀？

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左边的小动物哭了？右边的小动

物在安慰她吗？究竟发生了什么？别着急，在老师带领大

家读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玩个游戏，叫“看图猜故事”。

【设计意图】教师从与封面有关的简单问题入手，对

封面的动物、行为、表情、情节等进行直观地提问，但并

不直接给予学生答案，激发学生一探究竟的欲望。

3.师：有的小朋友猜，封面的这两只动物是小鹿。可

是，小鹿说（师戴上事先准备的卡通鹿角，降低语调）：

“你们只猜对了一半，我其实是鹿的一种，是中小型的

鹿，大家都叫我‘狍子’。”大家能给这两只狍子起个名字

吗？为了方便我们玩“看图编故事”的游戏，我们就用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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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里的“狍子君”“狍子美”来指代它们吧！

【设计意图】“狍子”这个词对于学生来说相对陌

生。为了让学生激起学习兴趣，教师通过角色扮演教会

学生读“狍子”这个词，寓教于乐，自然而然引导学生攻

克难字，愉快、轻松地学会生字。

4.师：请小朋友们从绘本的第一页翻至最后一页，轻

轻地摸一摸这本书，像老师这样一页一页地往后翻，先

不看字，感受一下图画、色彩、纸张、厚度、人物、情节

等。谁能用简短的话大致说说你所看到的图片，你觉得

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这是个什么样

的故事呢？请同学们发挥想象一起“看图编故事”。

【设计意图】从封面到内文的插图，学生轻轻地摸摸

书、粗略地看看图，可以帮助学生对整本书的厚度、纸张

的质感、书的开本、插图的色彩、大体的画风、故事情节

等有一个主观的感性认识，形成对整本书的初步印象，

培养学生对书的喜爱，减少学生对阅读的畏惧感，增加

阅读的亲切感、掌控感。

（二）师生一起看图编故事

师：在第1、第2页的图画中，你们看到了什么？有哪

些小动物、哪些植物？我们来猜猜看：蚯蚓会说什么

话？青蛙在唱什么歌？藤蔓上的黄瓜在说什么呢？这

是什么季节？（预设：夏季）我们中国有二十四节气，夏季

的第一个节气，就叫“立夏”。

师：我们看看第 2、第 3页，太阳公公出来了，说明这

是——（预设：清晨）狍子君在做什么？（预设：看书）这

时，狍子君的妈妈走进来，端着一个碗，碗里红色的汤是

什么呢？我们翻到第3、第4页。谁能说说狍子君接过这

碗汤的表情？我们看第 5、第 6页，场景从室内一下切换

到了室外，这是哪？狍子君和狍子美到山林里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到山林里呢？

师：在第7、第8页中，狍子君和狍子美在山林里欢快

地采摘。瞧，图片中红的、紫的果子是什么呀？（预设：生

猜葡萄）老师先卖个“关子”，其实它是长得和葡萄很像，

却不是葡萄，待会在伴读故事中我们见分晓。

师：再接着看第 9、第 10页。我们对比前一页，在山

林深处，茂密的树林遮挡了天空的光明。这时，狍子美

蹲下了，她怎么了？（预设：她哭了）为什么哭了？

师：第11、第12页，狍子君怕不怕呀？勇敢的他在做

什么？（预设：狍子君安慰狍子美）谁来表演狍子君，这时

你会和狍子美说什么话呀？（预设：生表演）狍子美听了

狍子君的话，有没有变得更勇敢了？她的手紧紧地牵着

狍子君的手，可是表情还是——（预设：难过，害怕）来，

让我们一起鼓励狍子美好吗，谁来说说？

师：第14页，看，这是一条河。请同学们观察狍子美

的表情，有什么变化？（预设：她开心地笑了）是狍子美发

现了河吗？如果真是她带狍子君走出森林，说明刚才同

学们鼓励狍子美的话起作用了！

师：再往下看。第 15、16页，谁出现啦？（预设：狍子

君和狍子美的爸爸妈妈）对！他们拥抱在一起，想想，狍

子爸妈一个晚上没有见到狍子兄妹，心情如何？它们此

时对狍子兄妹说什么话呢？

师：故事准备大结局了。往下看，这是哪里？（预设：

狍子兄妹的家）我们看到好多小动物。这些小动物都是

狍子兄妹的好朋友。狍子君和小象手里拿的是什么？

（预设：莲藕、鸡蛋、鸭蛋、外星人蛋）它们在做什么游

戏？用两个字猜。（预设：碰蛋、摔蛋、孵蛋）同学们发挥

想象力，但都没猜对。这个游戏是立夏的一个习俗，叫

“斗蛋”。

师：刚才，同学们发挥想象，创造了一个你们心目中

立夏时节的故事，这个过程叫——创造。这个创造的故

事和作者心目中的故事有哪些异同呢？有的同学像在

森林里迷路的狍子美，不知道怎么走出“整本书”这座茂

密的“森林”。下面，老师做你们的“狍子君”，我们不看

图画，而是阅读文字，看看作者写的绘本故事和我们的

自创故事有什么不同。

【设计意图】儿童阅读绘本常常容易被大篇幅的精

美图画吸引。此时，儿童对图画、情节会产生好奇、想象

或初步的喜好评价。教师如果一开始就教文字，或是边

看图边教字，可能会“打断”儿童的关注，分散儿童的注

意力。在此教学片段中，教师抓住儿童的需求点，从绘

本图片入手，顺应儿童的注意力与想象力，遵循儿童的

阅读心理规律，带领儿童一页一页猜读故事，渐入佳境，

融入猜一猜、想一想、演一演等环节，以有效的提问和教

学语态，激发儿童对绘本图片及绘本故事的想象力和好

奇心，为后文的伴读及故事对比作铺垫。

二、对比、借鉴——学习新知、实现超越

（一）教师朗读绘本故事，在对比中学习新知

师（带领学生读第 6页内容）：同学们还记得前面我

们猜的像葡萄一样的植物吗？其实，它不是葡萄，叫“桑

葚”。（学生学习新词“桑葚”）

师（带领学生读完第 9页内容）：同学们如果想让自

创故事更充实，可以向作者学习，用一些表达心情的词

语，比如“兴奋地”这个词，绘本里写的是“狍子君和狍子

美兴奋地攀着树枝采摘”。又如，在第12页作者用“着急

地哭了”来形容狍子美，我们刚刚用“难过”“害怕”来形

容狍子美，说明我们也有小作家的潜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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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阅读基础上思考——我如何实现绘本故事

的超越？

师：刚才，老师请同学们来扮演狍子兄妹的爸妈，让

同学们说说狍子爸妈说了什么话，这些对话是绘本故事

没有的内容。我们刚才创造了这一部分的故事，让故事

内容更加充实了。这告诉我们，阅读不但要思考我可以

向作者学习什么，更要思考：我可以在哪些方面超越作

者？这些新内容、新表达、新词汇，就是可以超越的地方。

师：读完整本书，回忆一下，我们的自创故事和作者

的故事，你更喜欢哪个？我们学到了四个新词——“立

夏”“狍子”“桑葚”“斗蛋”，还学会了用表达心情的词语

充实故事，发挥想象力创造了人物对话，是不是收获很

大？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在自己创造的基础上，对比

和阅读绘本，这其中的滋味是不是比得上夏天吃冰淇淋

呀？这就是今天老师要送给你们的礼物——如何阅读整

本书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设计意图】在自创故事与绘本故事的对比过程中，

儿童的注意力会更关注自创故事的情节、对话、行为等

要素，在“我的故事”与“作者的故事”中比对谁的创作更

好，既兼顾了儿童想象力的需求，又能让儿童初步感知

“我的想法”与“对方的想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理解

他人意思的基础上，也可以保有自己的想象与解读，逐步

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使儿童愿读书、乐读书、爱读书。

三、延伸——同系列或同类绘本的阅读

师：在这节课上，我们学习阅读一本书的方法，老师

叫它“对比阅读法”，就是把我们的想法，与作者的想法

进行区分和对比，从中学习对自己成长有帮助的东西。

怎么检验我们是否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呢？这就是“课外

阅读延伸法”。这个系列的绘本还有立春、立秋、立冬三

本书，我们在课后可以读完，一起开“读书沙龙”，分享学

习的新方法、新体验。

【设计意图】真实学习的发生源于儿童好奇、探究、

拓展、超越的需要。绘本对于儿童是外部事物，如何将

独立于儿童之外的绘本与儿童本身关联起来？儿童倾

向于关注那些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事物，而自创、对比、借

鉴、超越、延伸的绘本阅读，以儿童的需求为起点，以绘

本为桥梁，让儿童在自创故事和对比故事中行进。由于

每个儿童的发展存在差异，所创故事的丰富性、深度、广

度都有所不同，他们在对比绘本故事的过程中可以自主

选择关注自己未知的、有意思的、有用的信息。当教师

在儿童的内心世界与绘本故事之间搭建平等关系与对

话的桥梁，儿童对阅读的畏惧感减少了，对阅读的兴趣

和信心增加了。

江苏省特级教师奚一琴认为，“还原比较”“猜想探

究”“模仿表达”“补白想象”是深化“悦”读的路径。绘本

阅读或整本书阅读是一个输入的过程，它最终目的是指

向输出。只有输出，儿童才知道自己已经懂什么、不懂

什么、缺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查缺补漏。阅读应为成

长而读，为创造而读。在当今我国全民阅读率较低的情

况下，从儿童抓起，从小带领儿童学会整本书阅读，让学

生真正从书中体悟阅读的快乐、学习的快乐、创造的快

乐，形成“创造—对比—学习—借鉴—再创造”的良性循

环，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体会阅读的精神创造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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