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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故事教学理念下的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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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４０２１６０）

摘　要：故事教学法要求课堂整体上是一个讲故事的行为和场景，其显著特点是满足需要性、趣味性和互动性。故
事教学既是一种教学理念，也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理念，它凸显趣味课堂和深层互动的重要性；作为教学

方法，它有相应的课堂教学的程序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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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学模式中，理论课程呈现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普遍问题。笔者在改革“文学概论”课程之

前，对本校１５０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研，约８０％的学生表示对此课不期待，如果不是必修
课，自己肯定不会选择，其主要原因便是文学概论属于理论课程，比较枯燥难懂。可见，理论类课程艰涩

难懂的刻板印象已在学生心中固定下来。笔者在文学概论等理论课程上大胆进行了改革，逐步形成了

“故事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就实践结果来看，此课学生们非但再无反感，反而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课

程之一。本文试图总结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经验，为其它课程的改革提供一些参照。

１　“故事教学法”的内涵和实施方式
人都有一个本能的需求，即是对故事的需求。从人类伊始的时间开始，故事就一直陪伴着人类，讲

述和倾听故事是人类确认自我的必然方式。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影视剧的热忱、对新闻的关注等无

不证明故事在我们生活中的必要性。从本质上说，人们喜欢故事是因为故事中“包含着与人们生存和

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代表了一个群体的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１］；从生活经验的层面上说，故事之所

以令人痴迷，是因为故事具有趣味性和未知性，能使听者获得愉悦，“讲故事对人来说就像吃东西一样，

是不可或缺的。因其如此，事实上，饮食可使我们维生，而故事可使我们不枉此生。众多的故事使我们

具备了人的身份”［２］。

基于这一人类学知识，笔者积极探索并首次提出“故事教学法”的教学理念。所谓“故事教学法”，

从理论上看并不复杂，主要指将理论、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等融入故事中，教师以故事讲述的方式教学，

在提升课堂趣味的同时与学生有深层次的互动。以往的教学经验中讲故事也是一种常见的方法，但往

往是作为课堂教学的点缀而存在，比如讲理论家时简单介绍一下此人的成长经历和趣味事件。幼儿教

学中倒是经常运用故事进行教学，但一直未能在大学课堂中实践和总结。故事教学法要求课堂整体上

是一个讲故事的行为和场景，其显著特点是满足需要性、趣味性和互动性。满足需要性即前文所说的故

事是人类的本能需求；趣味性是故事教学法的核心要求，人类喜欢听故事，但喜欢的是有趣味的故事，若

故事不吸引学生，课堂教学一定会失败；互动性是指故事教学法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深层互动，教师

注入到故事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要让学生在听完故事后恍然大悟，从而达到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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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教学既是一种教学理念，还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理念，它凸显趣味课堂和深层互

动的重要性；作为教学方法，它有相应的课堂教学的程序和技巧。故事教学有三个阶段：故事设计、故事

教学和总结反思。故事设计是至为重要的环节，它要求教师在准备课堂的时候，花心思把相应的知识和

技能组织进能吸引学生的故事中。虽然课堂教学只有短短的４５ｍｉｎ，但一次有趣的课堂准备起来需要
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心思。所以，准备时教师不但要反复琢磨和演练，还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并能从学生

的角度看待课堂。具体的课堂故事教学，需要教师具备的是讲述故事的能力和临场反应的能力，要具备

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要善于制造悬念，并能在讲述中出其不意，超越学生的期待视野。所谓的趣

味性，就暗藏在悬念和新奇中。课堂教学是面对面的讲述，需要和学生之间有深层的互动，讲述时要根

据学生的反应适时调整，以最有效果的方式实施故事教学。最后的总结反思环节，则主要是根据课堂教

学的实际情况，对最初的故事设计进行修正，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索，以便在下一次故事

设计时能够规避。

故事教学的重要之处在于以故事为载体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其中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知识素

仰和语言能力。也可以看出，故事教学超越以往传授知识的思路，不遵循教师教、学生学的刻板思路，而

是教师通过故事启发学生自己去领悟和掌握。传统教学方法传授知识，故事教学法促进学习能力的提

升。在当代信息化时代语境中，学习能力比知识更为重要，有了学习能力自然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汲

取知识和技能。故事教学的具体技巧方面，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口头讲述法，辅以视频故事法和互动故事

法，即以教师的口头讲述为主，并在适当的时候补充视频片断，有时候也可以与学生进行合作，共同营造

故事讲述的氛围。总之，故事教学法要求教师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不能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也不能

照搬自己以前的教学过程，而是要不断学习知识，拓宽视野，积累素养，并逐渐掌握编、讲故事的能力，还

要求教师有耐心且能从学生的视角看待课堂，从而构建一堂富于趣味且能让学生有所进步的课堂［３］。

２　“文学概论”课程的故事教学法实践及反思
“文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此课程系统讲

授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更为专业、理论性更强的文学理论的基础。它注重提升学生的理论分析能

力，并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运用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所以它既有理论学习部分，也具有文学分析实

践部分。基于此课程的课程性质，并根据课前对学生群体的调研结果，笔者在教学设计中进行改革，改

革的思路正是故事教学理念。“文学概论”的改革按照“俗、趣、深”的方正进行。所谓“俗”，并不是指

要俗气，而是“通俗”，要把艰涩难懂的理论用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贴近学生的生活现实，能够让

学生容易体会；所谓“趣”，即“趣味”，要让学生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理论类课程的学习中来；所谓

“深”，指课程要让学生在快乐的课堂中学习到知识和技能，虽然要“俗”和“趣”，但不能降低大学课堂

应有的知识深度。

为更为详细地呈现本门课的改革思路，在此以“文学概论”①
①

第一章“文学的形象性”的故事设计与

教学为例。本章的教学任务是要学生理解文学的形象性特征以及文学形象的特征，并能从形象的角度

分析文学作品。为了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前一节课布置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

中》。本节课在具体的小说故事中教学，达到理论学习和文本分析实践能力的双重提升。此小说围绕

一件在竹林中的凶杀案件展开，由樵夫、僧人、女子母亲、强盗、女子以及死亡男子的灵魂的角度叙述自

己在整个事件中的见闻及感悟。小说的悬念或者说高明之处在于并没有在文中指明凶手。这成为吸引

学生、鼓励学生思考的重要基点。课堂上，本人故意抛出寻找真凶这一话题，又不揭示答案，让学生对本

堂课产生期待。随后本人从３个主要人物（强盗、武士和女子）出发，结合幽默的语言，阐释文学形象的
３个特征：具体与概括的统一、描写与造型的统一、认识与情感的统一。由于一直在故事的语境中进行，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待我讲完这部分，再提醒学生注意理论内容，然后按照理论的逻辑用５ｍｉｎ时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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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本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为２０１１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概论》，李永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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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文学形象性，学生们恍然大悟，觉得比较轻松就理解这部分内容。除了整体的故事情景，讲授过程中

还旁征博引穿插许多有趣的小故事，进一步引导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在理论学习之后，关键的地方是要让学生能运用理论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结合理论部分学

习的“形象”，引导学生从此角度思考和剖析文本。在学生进一定的尝试之后，要求学生跳出推理小说

的定向思维，不去寻找具体的凶手，尝试从形象本身去追寻文本的意义。因此，此文分别从强盗、女子和

武士的形象出发，使同学们得出了文本的内涵：强盗的话成为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真理，专制制度下官

府草菅人命，权力比暴力更隐蔽，危害更大，也更无耻；女人的行为也具有某种正义性，是一种努力，努力

恢复女性平等地位的尝试。女性是受害者，可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倒是轻蔑和鄙视，反倒是不尊重。

几千年来都是男性统治的社会，都按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规则，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真砂这一刀刺向了男

权神话，展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武士的自杀所传达的，是生命的价值，尊严高于一切，在屈辱和背叛

面前，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苟活。

总之，在“文学概论”的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过程中，本人积极地尝试故事教学，将理论知识的学习

置于一个故事讲述的情境中，选择部分篇幅较短的经典小说作品作为故事建构的基础，将知识、情感和

能力打散后融入故事中，让学生在快乐和期待的氛围中学习；同时，将理论的学习和文本分析的时间结

合起来，这其实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由理论到文本提升学生的推理演绎能力，又由文本反思理论，锻炼

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通过一学期的教学改革，学生普遍喜欢上了此课，支持此课的改革计划，普遍认

为此课能在愉悦轻松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在改革中，笔者也要求学生分组每节课做一个课堂学习反馈，

总结长处并重点反馈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期末时也要求学生整体就此课的情况进行总结，此处摘录学

生期末总结稿中的一段话，以表明学生对快乐课堂和故事教学的期待：“傅老师会把课本中的知识融入

到一个故事，或一篇具体的文章当中，然后通过分析这个具体的故事或文章，来让我们理解到其中的知

识。……一节课中，既有欢笑，又有知识的学习，课堂氛围很轻松。同学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学到知

识的同时又不乏趣味。”

３　结语
就笔者进行的“文学概论”等理论类课程的故事教学实践来看，故事教学理念和方法对于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限于故事教学法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并未整体推广，也缺

乏相应的个案探讨和理论总结，所以笔者在探索和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更为合理地设置故

事、如何做到让学生真正听懂故事、如何真正在快乐氛围中落实教学目标等等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的

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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