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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反思

寓言阅读教学：探寻抵达灵魂深处的有效路径
■ 张   伟

【摘   要】寓言是一种用短小故事表达深刻道理的文体，“讽刺”是其基本特征，“不

料”是其情节的设置艺术，以分析“讽刺”和“不料”为路径，引导学生抵达寓言的

灵魂深处，是发挥寓言文学价值与育人价值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寓言阅读教学   寓言灵魂   讽刺   不料

寓言是一种震撼灵魂的艺术。“寓”者，寄

也 ；“寓言”，寄托在故事里的人生教训或道理。

寓言作家拉·封丹说 ：“一个寓言可分为身体与

灵魂两部分 ：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所给予

人类的教训好比是灵魂。”［1］阅读寓言，就是穿

越用语言叙述的故事，从故事的“身体”里走

进其“灵魂”；寓言阅读教学，就是引领学生在

故事的“身体”里探寻抵达灵魂深处的有效路径。

好的寓言阅读教学，首先是引导学生探寻

“有灵魂的身体”。“身体”是通向“灵魂”的路径，

抵达灵魂深处的第一站，是驻足寓言的故事情

节，欣赏寓言的“身体”之美。现代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认为，寓言是小说的雏形，

短小的故事里隐含着精妙的情节。寓言情节的

精妙，常常体现在其出乎意料的“突转”之中，

“出其不意”和“急转直下”，是寓言情节的常

见特征。正是这种“出其不意”，才引发了读

者的深思，让读者在恍然大悟中收获灵魂觉醒

之效。因此，寓言阅读教学，要引导学生探寻

情节突转对灵魂的震撼效果，这是抵达灵魂深

处的第一条路径。

其次是探寻“寄寓在身体里的灵魂”。寓言

阅读教学容易浅尝辄止，是因为教师未能引导

学生在阅读寓言的过程中抵达灵魂深处。抵达

灵魂深处有三个层次 ：一是抵达寓言的灵魂深

处，读懂寓言的真意和深意 ；二是抵达学生的

灵魂深处，让学生受到灵魂的震撼，进而从中

吸取教训，获取人生智慧 ；三是抵达人类或社

会的灵魂深处，读出寓言对人类、社会等提供

的教训或寄寓的道理，提升寓言的社会价值。

高质量的寓言阅读教学，要引导学生从对“身体”

的迷恋走向对“灵魂”的感悟。陈伯吹先生认为，

寓言是一种讽刺的艺术，“作家利用寓言的形式，

借着鸟兽虫鱼的言行去指摘人类的生活”，“教

训”是它的特征。［2］引领学生品析情节突转中

的“讽刺”，领悟在“讽刺”中暗含的教训，并

将此变为自己和社会引以为戒的人生道理，是

寓言阅读教学抵达灵魂深处的第二条路径。

最后是让寓言的灵魂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

生长，这就需要探寻拓宽灵魂生长空间的路径。

拓宽灵魂生长的空间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在有

限的时间里阅读更多的寓言，让学生在更为广

阔的寓言空间里受到灵魂震撼，获取人生智慧 ；

二是发掘同一则寓言的不同寓意，从不同视角

受到灵魂震撼。严文井先生说 ：“寓言是一个魔

袋，袋子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

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3］在看似单

薄的寓言“身体”里，探寻其潜藏的巨大能量，

并让其灵魂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生长，这是抵

达“灵魂”深处的第三条路径。

且看朱莉老师的《伊索寓言（二则）》教学

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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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案例

《伊索寓言（二则）》教学实录

■ 朱  莉

一、读一读，说说寓言

师生一起探索寓言的基本特点。学生提前

搜集有关寓言的资料，四个学生在全班分享，

教师指导，强化并板书“讽刺”“寓意”“虚构”

等关键词。

二、想一想，聊聊讽刺

师 ：既然说到讽刺，我们就先来看看《蚊

子和狮子》当中讽刺了一种怎样的人？请用一

两个成语或者四字词语来形容故事中的蚊子。

生 ：骄傲自大，得意忘形。蚊子打败了狮

子以后就忘乎所以了，最后反而被小小的蜘蛛

给打败了。

师 ：一语中的，看来蚊子的骄傲自满是其

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个故事里的蚊子一直是

骄傲自大，完全没有智慧的吗？

生 ：不是，一开始，蚊子是很勇敢的。它

敢于飞到狮子面前对狮子说 ：“我不怕你，你并

不比我强。若说不是这样，你到底有什么力量

呢？是用爪子抓，牙齿咬吗？女人同男人打架，

也会这么干。我比你强得多。你要是愿意，我

们来较量较量吧！”

师 ：这里只是有勇气吗？为什么在冲上去

咬之前，要说这么一大番话？

生 ：它在用这些话挑衅狮子，让狮子发怒。

师 ：那你再来读读，试着读出挑衅的语气。

（生再读，读得很有情感，众生鼓掌。）

师 ：男同学们，假如你们是狮子，听到这

些话，你觉得当中哪句话最刺激你？

（生品读最具挑衅意义的话，教师指导。）

师 : 所谓兵不厌诈，这只蚊子看来很聪明，

对庞大的狮子用了哪种计谋呢？

生（纷纷）：激将法！

师 ：真是一只有勇有谋的蚊子。可有勇有

谋者，一旦骄傲自大到最终得意忘形就可能付

出——

生（齐答）：生命的代价。

师 ：你看咱们又把寓言读得深入了一些。

我们很多人就像这只蚊子一样，其实并不愚蠢，

甚至还很聪明且有勇气，但是骄傲会让人昏庸，

会让人放松警惕，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吗？还

有些词语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接，读起来却也有

讽刺的味道呢？请同学们从蚊子最后的叹息里

面找一找。

（生齐读 ：“自己同最强大的动物都较量过，

不料被这小小的蜘蛛消灭了。”）

师 ：这句话里，最有讽刺意味的词是哪个？

生（异口同声）：“不料！”

师 ：为什么“不料”有讽刺意味？你来说

一说。

生 ：因为蚊子前面说自己战胜了狮子这样

最强大的动物，蚊子因为骄傲自满，所以没有

看到蜘蛛网，最后被蜘蛛网粘住。它完全没有

想过自己会栽在蜘蛛的手里，所以这个“不料”

更突出了骄傲自满会蒙蔽自我，甚至付出生命

的代价。

师 ：很好。这个“不料”有这个味道，你

来说——

生 ：这个“不料”强调了前面的“最强大”

和这里的“小小”，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师 ：强化了对比的效果。很棒，内容上揭

示了陡转，情感上又再一次强化了。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前后的对比效果读出来，先读“却”

与“不料”之前的部分…… 

（生有感情地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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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大家越读越激昂，我们看到了一个小

人物的逆袭，对吗？来，我们读后半部分。你

们揣摩一下该用什么语气？“蚊子”加个主语，起。

（生齐读）

师 ：大家不由自主地想要加上这个“不料”，

不过你们还没有把那个词的感觉读出来。之前，

蚊子是吹着喇叭说，这会儿是怎么说的？

生 ：叹息。

师 ：哪位同学给大家演示一下“叹息”出

来的感觉？

（生朗读，沉重感）

师 ：你的语气有点沉重。原文这里用的是

转述口吻，我把它改为直述。带着感情，用第

一人称“我”来说。蚊子叹息说 ：“我……”

生 ：“我同最强大的动物都较量过，不料被

这小小的蜘蛛消灭了。”

师 ：更有那种悔恨的感觉了，还有谁愿意

演绎一下此刻的蚊子吗？

（生朗读，叹了口气，摇着头。）

师 ：你来点评一下，你觉得他哪里读得好？ 

生 ：他“叹息”的心情要沉重些，还添加

了表情动作。

师 ：很好，这位同学读出了痛悔的感觉，

速度更慢了，还自动带入了蚊子的神态、动作。

大家一起来试一试。

（生齐读）

师：“不料”这个词的确是太讽刺了，从“有

勇有谋”“自吹自擂”，最后变成一声深深的“叹

息”。转折点就是它万万没有料到。你们看，在

这个“不料”的情节当中，人物的对比出现了，

情节的波峰出现了。（板书 ：陡转的折线）

三、品一品，议议“不料”

师 ：那《赫尔墨斯与雕像者》这个故事里，

作者并没有写“不料”这个词儿，故事中有没

有“不料”的陡转隐藏在里面呢？如果有，“不料”

这个词能加在哪里？小组交流。

生：我们把“不料”加在最后，文章就变成了：

“于是问道 ：‘这个值多少钱？’不料，雕像者回

答说：‘假如你买了那两个，这个算添头，白送。’”

师 ：好，把“不料”加在这里的理由是—— 

生 ：我认为这个“不料”是一个转折，转

折点是赫尔墨斯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雕像竟

然会这么便宜。

师 ：他以为自己的雕像会更加贵重。这个

贵重在他问的语气里，要把哪个词强调地读？

（师生表演式朗读）

师（笑）：扎心了，真是的，你看我都这么

自信地问了我值多少钱了，你却跟我说算“添头，

白送”。注意，雕像者的回答极其简略，但是有

两个词儿特别有意思。“算添头”“白送”。老师

把这句话又改一改，雕像者回答说 ： “假如你买

了那两个，这个是添头，送给你。”有没有不一样？

（师生探讨“白”的意义和表达效果）

师 ：这个最后体现一文不值的“白”字，

与刚才同学们读的“值”字，形成了鲜明的落差。

那能不能这样改这则寓言，赫尔墨斯想知道自

己受到多大尊重，化作凡人来到店里，指着自

己的雕像就问 ：“这个，值多少钱呢？”文章不

是更简洁嘛？你们看，我一来就问自己的雕像，

不是也很骄傲自负吗？大家再小组交流一下。

（生小组讨论）

生 ：我们小组认为，赫尔墨斯直接问自己

的雕像多少钱，他就没有一个对比。

师 ：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他为什

么先要问宙斯的雕像值多少钱？为什么不问维

纳斯呀？都是斯嘛。

（众生笑）

生 ：因为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众神之首。

师 ：他来就想跟众神之首比，感觉他——

生 ：非常自负，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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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神，可以与宙斯媲美。

师 ：那我俩来配合读一读，你来表演赫尔

墨斯，我来表演雕像者，带上点表情、动作。

（师生表演式朗读）

师 ：为什么非得再问问赫拉的雕像价格呢？

生 ：因为赫拉是宙斯的妻子，是众神之母，

问了就更肯定了。他多问了一个赫拉的雕像，

是想确认自己作为商人庇护神一定会更值钱。

师 ：你走进了赫尔墨斯的内心，看来赫尔

墨斯不仅骄傲在上涨，还在不断地给自己笃定

的地位做着心理建设啊。

（众生笑）

师 ：“赫尔墨斯心想他身为神使，又是商人

的庇护神，人们对他会更尊重他。”我们把这句

话，也换成第一人称，顺着读下去。

（学生运用添加词语的方法朗读，教师点评）

师 ：那 我 们 来 最 后 一 击， 好 不 好？ 不 料，

雕像者回答说——

众生 ：“假如你买了那两个，这个算添头，

白送。”（带讽刺口吻）

师 : 哎，扎得真疼！这个高傲虚荣的气球最

终怎么样啦？

生（笑）：破掉啦！

师 ：转折点就在字里行间的这个“不料”。

大家添得很棒。今天朱老师给大家带来了这两

则寓言的相似点，我们发现他们都在前文不断

地蓄势，积蓄着这种骄傲自大或者极其爱慕虚

荣的这个气儿，最后这个“不料”像一根什么？

（针）啪，一扎。陡转于后。所以，让我们感觉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就是它虚构

的精妙，这就是讽刺意味儿。同时，通过刚才

的活动，我们又发现，要在短短的故事里，真

正地去蓄势和陡转，作者用的关键词特别好。

用了两个“吹”字，一个“叹”字；用了三个“值”

字，一个“白”字（板书）。所以寓言情节的起

伏和讽刺意味就在“不料”的前后里面了。

四、写一写，续写“不料”

师 ：赫尔墨斯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是

商人的庇护神，古希腊的商业很发达，所以他

经常出现在寓言里面。这不，他又出现了。我

们来看看另一则关于他的寓言，这个寓言的开

头是怎样的呢？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生齐读《赫尔墨斯与神像》：“一个很贫穷

的木匠供奉着一个木雕的财神赫尔墨斯，请求

发财。尽管他不断地祈求，日子却愈来愈穷。

最后，一气之下他将神像从祭台上拿下来朝墙

上摔去。（不料）……”］

师 ：后文我把它省了。请你们来添一个“不

料”，续写“不料”后面的故事情节，并说一句

话揭示寓意，给在座的老师们和我们自己一个

启示，好吗？

（学生现场续写并交流。教师评价不同学生

续写的不同结尾，点评其寓意，出示寓言原文，

引导学生比较并总结。）

板书设计 ：

诊断意见

朱莉老师在引导学生探寻抵达灵魂深处的

路径时，巧妙设计，步步深入，在生动而富有

理性的课堂中，教会了学生有深度地阅读寓言。

一、以“讽刺”为津梁，探寻从“身体”到“灵

魂”的转换路径

寓言作品在从“身体”向“灵魂”转换的

过程中，往往充满了富有戏剧性的讽刺色彩。

高质量的寓言阅读教学，多以“讽刺”为津梁，

（四川省成都市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  610000）

虚构性             讽喻性

           “不料”

蓄势于前陡转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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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讽刺”这一路径上，实现从“身体”

到“灵魂”的转换。朱老师要求学生用四字词

语概括《蚊子与狮子》讽刺了怎样的人，以此

为起点，引导学生运用两种方法实现从“身体”

到“灵魂”的转换。

第一，层层追问，让学生距离真正的“灵魂”

愈来愈近。朱老师以“讽刺”为发问的聚焦点，

通过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学生的思考不断升温。

“《蚊子和狮子》讽刺了一种怎样的人？”这是

第一个层次的发问。当学生只触摸到“骄傲自满，

得意忘形”的灵魂时，朱老师进行了系列追问 ：

“这个故事里的蚊子一直是骄傲自大，完全没有

智慧的吗？”“这里只是有勇气吗？为什么在冲

上去咬之前，要说这么一大番话？”……一连

串问题，把思考升格到第二个层次 ：学生从只

是触摸“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灵魂，到感

受“有勇有谋，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复杂

的灵魂。师生顺势得出了需要吸取的教训 ：有

勇有谋者，一旦骄傲自大到得意忘形，就可能

付出生命的代价。引导至此，就实现了从“身体”

到“灵魂”的转换，但朱老师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接着追问 ：“还有些词语看起来不是那么直

接，读起来却也有讽刺的味道呢？”……这些

问题，把品析寓言中的讽刺艺术又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不料”，既是情节的转折，也是“人物”

命运的突变，转折幅度越大，命运的前后落差

愈明显，其讽刺意味就愈浓，给人的教训就愈

深刻。朱老师追问的这几个问题，既有利于学

生进一步感受本则寓言震撼灵魂的力量，也有

利于引导学生居高临下地审视寓言的讽刺艺术

及其效果，层层推进，逐步升温，提高了阅读

的深度。

第二，置身其境，让抵达灵魂深处的过程更

鲜活。朱老师在层层追问的过程中，并不只是枯

燥、单调地发问，而是以角色体验和换位思考等

方式，让学生在有感情的朗读中进入情境，设身

处地地体会蚊子的不同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经

历蚊子的“得意”与“后悔”过程，蚊子用生命

得出的教训，就容易变成学生自己的切肤之痛，

寓言的灵魂就变得切实可感。“你再来读读，试

着读出挑衅的语气”，……学生在朗读体验中不

断走进蚊子内心的过程，就是从“身体”到“灵魂”

的鲜活转换过程，朱老师带领学生把这一转换路

径变得既有意思，也有意蕴。

二、以“不料”为拐点，探寻从“表层”到“深

层”的深入路径

有深度的寓言阅读，需要从“表层”走向“深

层”，“不料”，则是从表层走向深层的有效路径。

寓言中的“不料”，是情节突转的重要标志，无

论文中有无“不料”二字，都在情节突转中体

现了“不料”的表达效果。正是因为有了“不料”

中的突转，乐极生悲、盛极则衰、有却成无的

教训，才会巧妙地显露出来，以“不料”为路

径，才能走向“教训”的深处，获取真正的人

生智慧。朱老师紧抓“不料”这一关键，在情

节的拐点上引导学生品味讽刺的深刻用意，让

学生抵达了《蚊子和狮子》的灵魂深处。在《赫

尔墨斯和雕像者》的学习中，朱老师依然以“不

料”为拐点，引导学生探寻从“表层”到“深层”

的深入路径。

首先，引导学生品析“不料”前后的对比，

在“对比”中把握深刻的寓意。朱老师首先让

学生在寓言中添加“不料”一词，让学生寻找

情节的拐点。在学生明确了本则寓言的情节拐

点后，朱老师把拐点前后的两个关键词——“值”

和“白”作为重点品析内容，师生一起还原当

时的场景，把赫尔墨斯自认为自己很值钱的神

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商家“白送”的语气和神

情也活灵活现地在课堂中呈现。这样，师生就

在鲜活的情境中，以生动形象的方式“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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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前后的巨大落差，作者对赫尔墨斯的讽刺

就变得一目了然，赫尔墨斯的教训就更容易在

学生的心中不断扎根，并成为今后生活的“警

戒线”，寓言的“灵魂”就成了学生灵魂的一部分，

增加了寓言阅读的意义与深度。

其次，引导学生在“蓄势”的赏析中领会寓

言的深意。寓言情节的拐点之妙，不仅在于前后

的对比，还离不开精心蓄势。寓言中的蓄势主要

有两大作用 ：一是让情节起伏更大，增强“突转”

的讽刺效果 ；二是聚焦“讽刺点”，让读者更准

确地把握寓意。朱老师以“能不能这样改这则寓

言”切入，把学生引入蓄势技巧的赏析活动中。

这一活动既能让学生领略寓言情节突转的高超艺

术，更能让读者深思本则寓言讽刺的核心是什

么。宙斯与赫拉的地位原本高于赫尔墨斯，但赫

尔墨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以为自己是

商人的庇护神，能给商人带来好处，就会比宙斯

和赫拉更值钱，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一铺垫不

只是在情节设置上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想告

诉读者 ：当一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只看到自己的

好处而忽视别人的价值时，则只能自取其辱，成

为笑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学生才真正从寓言

的“表层”走向了“深层”。

三、以“群文”为载体，探寻从“一点”到“一

类”的拓展路径

寓言阅读的深度，还体现在从“一点”到“一

类”的转换上，群文阅读是其转换路径。“一点”

是指寓言阅读的某一个方面或仅仅阅读某一篇

寓言 ；“一类”，是指寓言阅读的类似现象或寓

言文体的某一规律 ；从“一点”到“一类”，是

指在某一篇寓言阅读中获得的某一点规律或方

法，能够在其他寓言阅读中加以运用。朱老师

在本节课中，有意识地以“群文”为载体，引

导学生探寻从“一点”到“一类”的寓言阅读

路径，增加了阅读的深度和课堂的厚度。在短

短的四十分钟里，朱老师除了引导学生深读教

材中的《伊索寓言》外，还引导学生拓展阅读，

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了阅读量。除此之外，朱

老师还以读写结合的方式，要求学生“添一个‘不

料’，续写‘不料’后面的故事情节，并说一句

话揭示寓意，给在座的老师们和我们自己一个

启示”，这就把读寓言扩展到写寓言，从品读“不

料”到用“不料”进行创作，实现了从“一点”

到“一类”的转换。

朱老师的这节课非常精彩，但从“探寻抵

达灵魂深处的有效路径”这一教学追求看，本

节课还可以在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1. 抵达灵魂深处的层次较为单一。本节课以

“讽刺”“不料”为抓手，成功地引导学生解读了

两则寓言的“灵魂”，但在如何抵达学生的灵魂

深处，提高寓言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着力不够，需

要进一步丰富文本、学生、社会等不同层次的“灵

魂”觉醒价值，增强抵达灵魂深处的层次感。

2. 安静感悟的时间较少。在安静中感受寓

言穿透人心的力量，是寓言阅读教学不可或缺

的部分。在本节课上，学生课前学习较为充分，

课中小组交流与学生的体验活动也非常精彩，

但热烈之中的“冷静”不够，学生缺少在交流

中不断进行自我感悟的时间，容易削弱寓言穿

透人心的力量。

3. 寓言阅读路径的指导不够。朱老师以“讽

刺”“不料”“群文”为寓言阅读的基本路径，并

通过不同形式的总结强调了寓言阅读的路径，有

利于引导学生学会有深度地阅读寓言。但每一种

路径的特征，以及在这一路径上的探寻方法，还

总结、强调得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指导力度。

专家处方

要提高“抵达灵魂深处”的寓言阅读教学

质量，探寻抵达灵魂深处的有效路径，除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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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吗？这则寓言的深意是什么？还可以总结

出其他教训吗？在老师的进一步追问下，学生

更需要进一步安静思考 ：我对寓言灵魂的解读

准确吗？震撼我灵魂的是什么？这则寓言的社

会价值是什么？等等。不同阶段的“安静”完

成不同的独立思考任务，学生才能在安静感悟

中实现阶梯式的发展。本节课若能适当缩减体

验阅读时间，让学生独立感悟，学生将文本灵

魂转化为自我灵魂的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三、强化探寻路径的指导，提高学生自主

抵达灵魂深处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的巧妙设计，是为了让学生

学会巧妙地阅读。朱老师对本节课的精巧设计，

抓住了寓言阅读的关键，并为学生在今后有效

阅读寓言提供了“讽刺”“不料”“群文”三条

路径。这三条路径为学生读懂、读深、读透寓

言提供了方法框架，如果能够在这一框架下引

导学生总结“讽刺”“不料”和“群文”阅读的

具体方法，就能把教师的巧妙教学变为学生巧

妙阅读的方法来源。如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

是如何成功地寄寓灵魂、表达教训的，如何才

能实现从“身体”到“灵魂”、从“表层”到“深

层”、从“一点”到“一类”的转换等，并在第

四个板块的活动中运用总结出来的方法，学生

自主抵达灵魂深处的能力就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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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 . 国文

国语教育论典 ：下［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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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本节课采用的上述方法外，还可以在以下

三个方面着力。

一、丰富抵达灵魂深处的层次，提高寓言

的育人价值

寓言的基本功能是以神灵或鸟兽虫鱼的教

训警醒世人，从寓言的文本价值跃升至寓言的育

人价值，强化寓言对读者乃至社会的灵魂警醒作

用，是寓言创作对寓言教学提出的根本要求，是

实现寓言功能必须顾及的教学内容。本节课可以

在现有基础上追问学生 ：自己有蚊子或赫尔墨斯

这样的教训吗？我们如何才能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上避免这样的教训？或者布置如下任务 ：为“不

料”前后的赫尔墨斯或蚊子提建议，以避免悲剧

的发生，或悲剧发生后如何拯救自己，这就有利

于从“文本灵魂”走向“读者灵魂”。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追问学生 ：社会上有赫尔墨斯或蚊子

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给社会造成了怎样的不良

影响？我们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等等，这就有

利于从“读者灵魂”走向“社会价值”，在文本、

读者、社会三个层次上抵达寓言的灵魂深处，实

现寓言的育人功能。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在

品读上下功夫，这节课以角色模拟的方式引导学

生品味了“叹息”，但这种“叹息”来源于“较

量过”与“被消灭”的巨大落差，这种巨大落差

既诱发了“叹息”，也启发了读者，还可以引导

学生通过表情、语气等品味这种落差，寓言的育

人价值就能在品读中更好地实现。

二、增加安静感悟寓言灵魂的时间，提高

学生转化文本的能力

看似简单的寓言，却极富思考含量，要把

寓言“身体”里的丰厚灵魂充分释放出来，学

生需要在不同阶段拥有安静感悟的时间。在预

习阶段，学生在安静感悟中可以初步感知寓言

的灵魂 ；在小组交流阶段，学生可以在同伴的

启发下安静思考 ：我还可以走进寓言灵魂的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