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经典的绘本，扬起想象的风帆

——小学低年级儿童绘本阅读实践与思考阅读的基础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识字，以为识字多了，孩子自然而然就会阅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中、高年级的孩子，识字量已经达到两三千，却还没有学会真正的阅读。他们的阅读只停留于文字的表面，感受不到阅读所带来的心灵关照，不能够保持持续阅读的热情。
真正的阅读是读者的眼睛和大脑将抽象的文字变为具体的画面、场景、判断和推理，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交流沟通与共鸣，读者在文字中流连，在文字中不愿自拔。这就需要读者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因此阅读的基础不是识字，而是想象力。儿童绘本正是培养孩子想象能力的最好媒介。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把儿童绘本引入低年级语文教学。那么，如何在绘本阅读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呢？本文试图通过几个课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立体画面——入情入境展开想象
[场景]《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故事虽然简单，寓意却深刻：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爱的种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谛是——信任、关爱和鼓励。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全身心投入地阅读，感受人物的内心变化，我设计了两处让孩子想象的环节。
第一处：当我声情并茂地讲到凶猛的吉兰泰龙眼里闪着红光，张大嘴巴，向“很好吃”猛扑过去时，我用 PowerPoint 显示画面，让孩子展开想象。孩子们听了我们讲述，神情十分紧



张。有孩子说吉兰泰龙一口把 “很好吃”吃了下去；有个孩子说霸王龙迅速冲过去护住了“很好吃”，并与吉兰泰龙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打败了吉兰泰龙。我接着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想，他说因为“很好吃”叫霸王龙“爸爸”，所以霸王龙把“很好吃”当作孩子，他就会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虽然孩子们想象的内容并不相同甚至相反，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他们体验着不同角色的心理活动。
第二处：在给孩子们讲到“很好吃”躺在“爸爸”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时，我就用PowerPoint 定格画面。画面显示：星光闪闪烁烁，霸王龙搂着小甲龙入睡。我让孩子把自己当作小甲龙或霸王龙，当他们选好角色后，我就播放舒缓的《摇篮曲》，深情地描述着：
“吃饱了，小甲龙睡着了。没有月光，只有满天的星光。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为你做什么我都情愿；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未来你要自己面对。”
孩子们在柔和的音乐中，闭上了眼睛，进入了情境。音乐慢慢结束，我让孩子们睁开眼睛。然后提问：
“小甲龙你躺在霸王龙爸爸的怀里，梦见了什么？霸王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有孩子高兴地说：“我梦见跟霸王龙爸爸学习各种各样的本领，不知不觉我长大了，长得比爸爸还要厉害。”



有孩子担心地说：“这个可怜的小甲龙，不知道它的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尽快地帮他找到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兴奋地说：“我梦见，霸王龙爸爸带我一起去玩，我们来到了天上，坐在了月亮船里，玩得可开心啦！”
[视点]两处想象的设计恰到好处。第一处在矛盾冲突最激烈，在小甲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让孩子想象霸王龙的内心世界，是救还是不救，绝大多数同学毫不思索地选择了挺身而出保护小甲龙。第二处情节舒缓下来。整幅画面没有一个文字，黑色的夜空布满了无数的星星，明黄的大地上，霸王龙搂着小甲龙睡觉，画面是那样的温馨。如果就让孩子看过去或是通过想象完成画中的动作，那样孩子的感受必然是一带而过的、肤浅的。而这一课例中，在音乐与图画的完美结合中，在教师语言的渲染下，孩子走进了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启示]1、在儿童绘本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根据绘本的特点创设情景，营造适宜的氛围，突出图画的动态性。
2、教师语言的描述，音乐的渲染可以使画面不再是平面的一幅画，而是变成一个鲜活的情境。在师生共创的情境中，孩子触景生情，从视觉、听觉上感受情境，在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感情过滤创造出的情形与境界中联系已有的经验展开想象。
3、在情境之中，孩子的思绪是开放的、活跃的、灵动的。他们去猜测画中人物之间、人



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而入情入境，进入了较高层次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自己的想象赋予图画以生命力。
二、扮演角色——自娱自乐丰富想象
[场景]《猜猜我有多爱你》是一本诞生于英国的图画书。书中表达的是一个爱的故事。小兔子以各种比喻向大兔子表达自己的爱，小兔子要跟大兔子比比看谁的爱更多……在简短而纯真的对话中，展露无边的亲情，温馨而又感人。
在讲完《猜猜我有多爱你》一书后，我把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推派两人担任大、小兔子的角色，其余担任树、草丛、小河、月亮、星星等背景。然后，让他们把整个故事表演出来。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对绘本进行了反复阅读，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他们通过想象把几幅图连起来表演并加上自己的语言。在看到扉页上的几幅图以后，他们就表演“小兔子”和“大兔子”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大家，说：“嗨，各位观众准备好了吗？”然后表演扬起后退起跳。
在他们的表演中，树、星星都是活的。有一个做月亮的小朋友通过自己的移动来表示夜慢慢地深了。当她看到小兔子躺在大兔子怀里喃喃地说话时，“月亮”露出了甜甜的笑容。我问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表演微笑，她告诉我这幅画面温馨感人，所以月亮婆婆都露出了笑容。



有的小朋友在表演谁的手臂伸得长时，他们一开始尽量地张开手臂，开得不能再开。然后就拿起了道具，有的拿直尺，有的拿文具盒，尽量让自己的手臂显得更长一些。在表演谁站得高时，有的孩子索性站到了椅子上。
还有一组对文本进行了加工。他们根据画面上的景物增加了一些比较的话语。如：
小兔子说：我爱你，像这棵树那么高！
大兔子说：可是，我爱你，像那座山那么高！
在表演中，孩子们的灵感不时地冒出来，我不得不惊叹于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视点]孩子对于自己喜欢的书，往往要读上好几遍。在上面的课例中教者第一遍把故事讲给孩子听。孩子们听到这样一个经典的故事，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再请孩子们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他们非常乐意。不要以为把故事表演出来就是只读第二遍，其实要想把故事表演好，孩子们就会反反复复地去读故事。为了能把一句话说好，把一个动作演好，他会去看图画、文字，看人物的表情、动作，还会把几幅图联系起来看。这样，就是读五遍、六遍，甚至更多。他们玩玩、读读、演演非常开心。
[启示]1、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我向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间”的思维，谓之“自我中心



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把世界人格化。大自然的万物万事在孩子的眼里都是有生命的。因此，角色表演，即使是非重要角色，孩子也会津津有味地去表演。
2、低年级孩子对这种阅读方法兴致盎然，他们一有不会表演的地方，就会去阅读书本。一有空闲，哪怕是课间休息时间，就一起表演，在表演中玩，在玩中读。
3、在阅读——表演——阅读——表演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中，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发展，记忆力不断提升，想象的空间大大拓展，孩子的阅读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4、表演时要充分尊重孩子兴趣，让他们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角色进行表演。 鼓励孩子表演第二个角色，并尝试同时表演几个角色。孩子会根据角色的不同特征进行声音和动作的区分处理并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变部分台词。
三、猜测内容——有凭有据合理想象
[场景]课例一：
在讲《我是霸王龙》时，我绘声绘色、充满感情地给孩子讲故事，在情节发展的关键地方停下来，让孩子们猜。
早晨，小翼龙醒过来。哎呀，爸爸妈妈不见了，他大声地喊叫“爸爸——妈妈——”他不断地叫啊叫啊……猜猜看，小翼龙的爸爸妈妈有没有飞回来呢？



有的孩子说小翼龙的爸爸妈妈飞回来了，因为小翼龙叫得那么伤心，哭个不停，他的爸爸妈妈听到了，一定会心疼孩子的。有的孩子说他们不会飞回来了，因为小翼龙的爸爸曾经说过孩子大了就要靠自己。
“嘿嘿嘿嘿嘿……”一头霸王龙瞪着眼睛爬了上来。快够着小翼龙啦！就在这个时候，猜猜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的孩子猜：这个时候，小翼龙的爸爸飞了回来，以最快的速度抱起小翼龙飞向了天空，逃离了危险。有的孩子猜：这个时候，来了一头三角龙，他冲向霸王龙，与霸王龙展开了搏斗。孩子们猜了许多，他们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非常感兴趣，这个时候我接着讲道“轰隆！火山喷火了！地震了，霸王龙从悬崖顶上骨碌骨碌骨碌摔了下来。孩子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课例二：在讲《逃家小兔》时我先给孩子们讲前面的故事，然后我用 PowerPoint 显示画面，并且出示句型：
“如果你变成 ，”小兔说，“我就要变成 。”
“如果你变成 ，”妈妈说，“我就要变成 。”



让孩子猜猜看，小兔子会怎么说，妈妈会怎么说。因为《逃家小兔》的情节与语言具有重复性，所以孩子们会根据前面的故事内容展开合理想象。请看一个孩子的回答：
“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小兔说，“我就要变成小花，躲在花园里。”
“如果你变成小花，”妈妈说，“我就变成养花的人，我还是会找到你。”
[视点]《我是霸王龙》这个故事，情节性较强。“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孩子们非常感兴趣。他们积极开动脑筋，展开想象，根据自己的理解猜测后面的故事。虽然绝大部分猜测与书本不一样，但这是孩子思考想象的结果。《逃家小兔》这个故事，情节在不停地重复。所以通过讲故事，先指导孩子看前面几幅图画，然后出示后面的画面，孩子也能够想象出故事的内容。这对于孩子想象力与语言能力的发展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启示]1、猜测性问题的答案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孩子凭借自己的想象、理解推测而来，有待于证明以后才能确定。
2、这种问题在课堂上往往造成一种特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孩子的思维能达到三种状态：“想猜”、“敢猜”、“能猜”。由于要猜测，孩子感兴趣，情绪兴奋——想猜；由于是猜测，孩子能放开胆量——敢猜；由于孩子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不是信口开河——能猜。



3、在猜测过程中，孩子多角度地运用发散思维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去体验,去猜测。
四、延伸情节——自编自演扩展想象
[场景]《我是霸王龙》是一本温馨的、可以丰富孩子情感的绘本。小翼龙牢记妈妈的教导：“不管谁遇到困难，你都要帮助他啊！”于是，善良的小翼龙决定帮助要袭击他却被岩石压住的霸王龙。接下来，让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小翼龙在双眼暂时失明的霸王龙面前谎称自己也是一头霸王龙，悉心照顾着受伤的霸王龙。一天晚上，当小翼龙抱着红果子回来时，看到康复的霸王龙瞪着眼睛，嘴里叼着鱼，小翼龙吓得飞走了。霸王龙眼中流出了泪水，拼命追赶小翼龙。最后霸王龙手里拿着鱼，坐在小翼龙曾经住过的山上，望着划过夜空的流星，默默地许下心愿。
孩子们为之感动——小翼龙居然向袭击自己的敌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像妈妈照顾自己一样照顾着受伤的霸王龙，像爸爸一样喂霸王龙红果子吃。
孩子们为之叹惜——霸王龙手里拿着鱼，追赶小翼龙，霸王龙多么想跟小翼龙分享自己捕捉到的鱼啊，多么想跟小翼龙说声谢谢啊！可是，小翼龙却飞走了。
我让孩子们接着往下编故事。有个孩子写道：
霸王龙望着天上划过的流星，默默地许下了一个心愿。从此以后，他每天都要到小翼龙曾



经住过的山顶去看一看，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小翼龙会飞回来的。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可是霸王龙还是没有等到小翼龙。
有一天，火山又爆发了，山嘭嘭嘭嘭地喷火，地咚咚咚咚地摇晃。从山体流出的岩浆烫到了正在睡觉的小翼龙，小翼龙的翅膀受了伤。他拼命地飞呀飞，好不容易飞到了自己曾经住过的山上，他已经精疲力竭，再也飞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凶猛的吉兰泰龙跑了过来，向小翼龙猛扑过去。就在这个时候，霸王龙飞奔而来，“嗷呜——”一声吼叫，然后“啪”的甩出大尾巴，把吉兰泰龙甩得老远老远。
霸王龙给小翼龙采摘来一片片树叶，敷在小翼龙受伤的翅膀上。霸王龙捉来小鱼喂给小翼龙吃。慢慢地，小翼龙恢复了。小翼龙和霸王龙终于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很多孩子都写出了精彩的续篇。有的孩子让霸王龙变成了善良的动物，学会了帮助别人；有的孩子安排了小翼龙和霸王龙的一次巧遇，他们都去帮助遭遇危险的小甲龙，于是小翼龙和霸王龙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写完了，我让孩子们自己当导演，把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表演出来，在表演的过程中再不断地修改完善故事的内容，使故事更加完美。
[视点]上面的课例中教师先讲故事，在小读者的心里播下一颗善良的种子。在充分了解故事、理解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让孩子们续编故事。孩子们遵循着书中人物的性格，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以及对故事的情感延续，编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中都透露出孩子们朴素的



善根。他们希望小翼龙和霸王龙成为好朋友，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着知恩图报、乐于助人的想法。
[启示]1、让孩子结合前文，运用自己已有的生活体验及情感体验，合理想象后面的故事，能激活孩子的思维，使孩子的想象力得到很好的发挥。2、创编故事在内容上不作统一规定，孩子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已有的知识，充分地展开想象，插上思维的翅膀，进行创造、构思，极大地丰富了绘本内容，从而使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得到新的发展。3、孩子既当编剧又当导演还当演员，他们体验着创造的喜悦，乐此不疲地续写、表演、修改。从以上课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绘本是运用图像和文字一起创造的书，包含丰富精彩的画作，以及修饰精练的文字。儿童绘本图画连贯，图有表情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儿童绘本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立体画面、扮演角色、猜测内容、延伸情节等方法给孩子营造一个自由想象、主动创造的良好空间，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为孩子一生的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扬起想象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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