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 月 21 日 

聽故事 

 

給小朋友說故事, 是不是一種語文訓練？ 

 

先想想, 我們主張讓小孩多讀書, 為了甚麼？好的書, 先講究內容吸引人, 然後就是文字好不

好。看書的人, 先關注內容(信息、知識、抒發的情感等), 其次是形式(文字、結構) 。多讀書, 能

“了解”不同的事物, 促進人性的“修煉”, 這些都不是“語文的”，但你能讀懂書中這些含意,

需要有“理解力”和“感悟力”, 這是語文能力 ; 再講到積累語言、學習文字技巧等, 目的就是

為了進一步把“輸入”的轉化為以後的“輸出”。因為這樣，作品就變成“課文”，需要中文

老師在中文課堂上作“分析”。 

 

葉聖陶先生說過：聽跟讀是同一回事，讀不過是看別人的話(用眼睛去聽)。利用聲音把書讀(說)

出來, 跟看書的道理沒甚麼不同, 聲音有語調有停頓, 說的人有表情姿態, 能更好的幫助(兒童) 

理解和感悟, 這無疑是語文訓練的第一步, 如果多聽了, 最後學會說(完整、有條例、用詞語調適

當), 那輸入就轉化為輸出。要促成轉化，老師在這中間起的作用也就是“分析”(比如敘述的結

構)。這種輸出是“說”, 如果要用“寫”輸出, 也一樣，葉聖陶先生同樣說過：作文就是說自己

的話(用筆在紙上說)。 

 

上面說的“分析”, 就是中文老師在課堂上念念不忘的語文知識教學, 這環節要進行得有效, 是

不能脫離第一步的, 即讓學生對文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悟, 在這一步花時間並不是浪費, 學生對

故事內容和傳達的情感意念感到深刻, 比能理性說明手法更重要, 往往也更有利於轉化為“輸

出” 。 

 

低年級多聽, 等於多讀書, 聲音輸入不受識字量限制, 自由度更大。高年級要想多讀書, 也可把

著眼點放在理解、感悟, 老師採用從旁輔助手段即可(朗讀也是有效手段), 切忌過度“分析”, 

把時間節省下來, 可以多讀幾本書。 

 

多聽多讀 (大量輸入), 應該是解決語文能力低下的有效良方。 

 

這裡要補充一句的是, 說故事的時候, 如果直接就用了書面的詞彙, 以後要轉化為寫, 一定更為

方便, 這也是用普通話有利之處。 

 

張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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