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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童話教學的誤區和建議

廖佩莉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兒童喜歡童話故事，因它那生動、虛幻和有趣的情節，陪伴他們一起成長。國內

視童話為小學階段常見的一種文學體裁（王黎  2011）。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建

議將童話列入中國語文科閱讀範疇，鼓勵兒童閱讀。可見童話是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

的重要教材，童話教學遂成為小學語文教學重要的一環。但是現時很多教師在指導學

生學習童話時，教法往往與記敍文和寓言教學相同，未能教出“童話味”。所謂“童

話味”是教師應具備兒童的情懷，根據童話的特點，引導學生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幫助兒童發揮想像力，和他們一起走進童話世界，讓他們獲得如遊戲般快樂的體驗（洪

海鷹  2012）。本文先分析童話的特點和兒童心智發展的關係，然後討論香港童話教學

的誤區，最後提出一些建議，選取部份現今教科書所用的童話篇章（見附件一）和經

典的童話故事（見附件二）作例證，希望能提升童話教學的素質。

2. 童話的特點與兒童的心智發展

童話是一種美妙、神奇、幻想的虛構故事，它擺脫時空的束縛，將平凡的真實世

界幻化爲美麗的、超現實的境界，爲兒童帶來無限的驚喜和愉悅（陳笑  2012）。究竟

童話有甚麼特點呢？台灣兒童文學學者管家琪（2011）從讀者的角度指出童話有十項

的“關鍵元素”，包括：“想像力非常飽滿、誇張、幽默、滑稽、陰錯陽差、機智、

勇敢、能夠引起共嗚、能給人温暖或鼓勵、能使人深受感動，掩卷難忘”。前五項以“想

像力非常飽滿”最為重要，誇張、幽默、滑稽、陰錯陽差等描寫手法和橋段都是為了

表達作者富有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內容；後五項是能感染兒童，兒童從童話中認識“機

智、勇敢”等故事，啓發智慧。故事又可以帶給他們温暖，令他們深受感動。因此，

童話的特點大可歸結為兩項：一是童話具豐富的想像力；二是童話能讓兒童受到情感

和審美的薰陶。這兩項特點與兒童的心智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玆析論如下：

2.1. 童話具豐富的想像力，符合兒童的心理發展

豐富的想像力是童話的核心，也是童話的靈魂。童話借助想像和幻想，把許

多人物、事物、景物、錯綜複雜地編織在一起，構成一個個奇妙的、超乎現實的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