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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不说“拟人”
□ 何夏寿

曾经听过一节一年级的《青蛙写诗》。教师以

“青蛙写诗的过程中，都有谁来帮忙了？它们都帮

了些什么？”串起整节课，引导学生学习了生字新

词，朗读了全文，认识了逗号和句号等标点符号。

课即将结束时，教师问学生：“你们说说看，青蛙真

的会写诗吗？”学生有的说不会，青蛙没上过学，不

识字；有的说会，课文里不是说青蛙写成了诗吗；还

有的说小蝌蚪不能当逗号，它要是离开了水，跑到

纸上当逗号，会死的……大家各抒己见。幸好教师

有很好的场控能力，她控制住学生的讨论后，结案

陈词：“生活里的青蛙是不会写诗的，但这篇课文是

童话，童话里的青蛙会写诗，这是采用了拟人的方

法。”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两个字“拟

人”，并让学生齐读两遍。

课后，我和这名教师交流这一环节，问她的设

计意图。她说，这篇课文是统编教材里第一篇童话

性质的课文，童话的写作手法以拟人为主，所以要

给学生“扣好童话学习的第一颗扣子”。虽然她说

得振振有词，但我却不以为然。先不说“拟人”这个

修辞概念对一年级学生来说需不需要讲，讲了后学

生能不能理解，即便学生能理解，这种标签式的概

念灌输，对他们将来学习童话又有多少意义？其

实，绝大多数学生虽然嘴里不会说童话是用拟人手

法写的，但都知道童话就是将万事万物人格化、生

命化。谁也不会问教师“青蛙又不是人，怎么会写

诗？”“小猫不是人，怎么会钓鱼？”教师这么一问，反

而干扰了学生的思维。心细的学生一定在想，课文

里明明说青蛙已经写了诗，怎么还要问“青蛙真的

会写诗吗”？我以为，对低年级学生讲文体知识，讲

修辞手法，一定要谨慎。有时候，不说，更好！

写到这里，联想到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的一个教

学案例。

这个案例记录了一节二年级口语交际课。教

师问学生：“花儿为什么会开？”一个学生说：“她睡

醒了，想看看这个美丽的春天。”另一个学生说：“她

一伸懒腰，把花骨朵给顶开了。”还有一个学生说：

“她想和春天比一比，看谁长得更漂亮。”其他学生

说：“她想听听燕子姐姐唱歌呢！”有个学生问教师：

“老师，那你说花儿为什么开呢？”教师想了想说：

“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我们班小朋友都喜欢她，就

笑开了！”听到这儿，学生看着教师都笑了。只有教

师知道，原来准备的标准答案是“春天到了，花儿

开了”。

和前面一位教师相比，这位教师的成功之处在

于“不说”。不说“拟人”这个修辞概念，反而能促进

他与学生平等对话。不说，让他有时间迅速转换频

道，将“春天到了，花儿开了”这个成人的答案转换

成“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我们班小朋友都喜欢她，

就笑开了！”这一儿童的话语。

我愿意相信，这位教师除了有正确的儿童教育

观，能用儿童接受的语言开展教学，还具有良好的

儿童文学素养。他根据儿童学习实际，从客观世界

转向主观世界，用拟人化的“花儿笑开了”作答，自

觉和儿童打成一片。

于永正老师说小学语文姓“小”，强调小学语文

教学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我以

为，过早进行文学知识讲解，过分追求标准答案，过

度教授写作技巧，自以为是地装高雅、玩高深，其实

是对“小语生态”的亵渎和践踏。

如果能把课堂设计成儿童喜欢的游戏，寓教于

乐，多好！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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