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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童话遇上科学

□ 禚娜红

当梦幻的童话遇上较真的学生，能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呢？

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沙滩上的童话》描述了

一群孩子在沙滩上修筑城堡、编织童话故事的情

景。课堂上，当我讲到“孩子们最后商量用挖地道、

埋炸药，把城堡轰塌的方法救出公主”时，突然看到

有两三个学生高举起自己的手。我带着疑惑，给其

中一个学生发言的机会。只见他很肯定地说：“老

师，课文写得不对！用炸药轰塌城堡，公主会被炸

死的！”他一说完就有几个学生附和他。看到这种

情况，我决定放弃提前备好的内容，和他们探讨到

底该如何救公主。学生顿时来了兴趣，课堂上的讨

论声此起彼伏。最后，我们总结出两种方案：一是

有一位勇敢的骑士勇斗魔王，救出公主；二是挖地

道先把公主救出来，再埋火药轰塌城堡，炸死魔王。

课堂上的这一幕，促使我在课后深深地思考。

魔法在半夜 12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会失效，为什

么独独留下了灰姑娘的水晶鞋？吃了毒苹果的白

雪公主并没有运用海姆利希急救法，卡在喉咙里的

苹果怎么就出来了？……诸如此类的想法在学生

阅读童话的过程中层出不穷。我们小时候喜爱的

童话是否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当童话和科学相

遇，产生矛盾时，教师或家长应该怎么解决呢？

首先，必须对孩子的想法给予重视以及肯定。

能在片刻间发现童话里的细节有悖科学的孩子，一

定是会听、会学、会思考的孩子，是有着丰富知识储

备和严密逻辑思维的孩子，更是敢于发现问题并提

出质疑的孩子。我们怎能忍心否定他们呢？一句

“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个问题竟然让你发现了，真

了不起”很好地保留了孩子的勇气和探知欲。

其次，引导孩子进行大胆的想象、创新。故事

本身就是编写出来的。教师和家长不要觉得孩子

太小、不懂，其实他们的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创新能

力。《沙滩上的童话》一课就是很好的例子。听完学

生的建议，我能做的只有给予掌声。谁说他们失去

了童真童趣？他们只是绞尽脑汁想出了更为严谨

科学的办法来救出自己心中的公主，他们才是真正

的有勇有谋的骑士。他们让我知道，遇到问题时放

手让孩子去解决，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

也许就是“教学相长”的真谛！

最后，在肯定孩子的见解和想法的同时，可适

当地讲解童话和科学的区别。众所周知，童话利用

浪漫的方式塑造虚构的内容。而科学是严谨的、有

据可循的。童话中，植物会瞬间长大，动物会说人

话……我们没办法用科学来衡量。

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低段儿童的脑海

中已产生了初步的科学意识，所以面对童话里一些

不科学的现象或逻辑不够严谨的片段，他们会提出

质疑。同时，他们又有着充满童真的幻想，需要童

话给予满足。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矛盾体。

我们能做的不是不加分析地一刀砍断这个矛盾体，

而是学会疏通，让低段儿童在已知的科学领域里，

挥动想象的翅膀，翱翔于理想的童话世界，完美地

救出美丽的公主。

（山东省临沂佳鑫双语学校 27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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