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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起

源甚早且内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

学，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神话故

事语言优美、情节丰富，可以帮助

其提高阅读理解能力。通过阅读

这些故事，孩子可以学到更多的

词汇和语法知识，从而提高自己

的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许多中国传统神话故

事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道德

准则，如“夸父逐日”告诉我们要

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勇敢前行；

“精卫填海”则教导我们要勇于面

对困难，永不放弃，等等。这些故

事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尽早接触、阅读中

国传统神话故事，对儿童的成长

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儿童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

段，家长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来引导孩子感受和理解中国神

话。

幼儿期（3-6岁）

图画书与亲子共读：可以

选择如 《我们的上古神话——

从一个小团子说起》《小狐狸勇

闯山海经》 这类图画书，书中

场景丰富、人物可爱，非常适

合亲子共读。家长可以通过生

动的语言和动作，配合图画来

讲故事，让孩子得到视觉和听

觉的双重享受。

角色扮演：鼓励孩子扮演故

事中的角色，如扮演“夸父逐日”

中的夸父、“精卫填海”中的精卫

等，让孩子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

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性格。

儿童期（7-12岁）

独立阅读：推荐适合该年龄

段的书籍，如《幻游山海经》《孩子

读得懂的山海经》等，让孩子自主

阅读，并在阅读后与家长分享感

受。

讨论与分享：与孩子一起讨

论故事中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情

节发展，引导孩子深入思考，并分

享自己的看法。

创作与表达：鼓励孩子通过

绘画、写作等方式来表达对神话

故事的理解和感受，培养他们的

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青少年期（13岁—）

深入研究：引导孩子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神话故事进行深入

研究，可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观看纪录片等方式来拓宽视野，

如央视的《山海经奇》。

讨论与辩论：组织家庭讨论

会或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的社团活

动，与他人一起探讨神话故事的

深层含义和文化背景，激发他们

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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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求早到的学生在

校门外排队，到点才能进校，

人为造成学生聚集，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近日，在家避了

一周高温的成都中小学生返

校，成都市某小学学生家长在

“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

众工作平台”上表达了上述担

忧。

这位家长呼吁学校调整

规定，让早到的学生提前进教

室，“学生到教室里比在校门

外聚集安全得多！”

校园安全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任何涉及到学生

安全的问题都会引起家长、

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

注。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

地，除了承担教书育人的职

责外，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

安全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校园安全管理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人

身安全、心理健康、食品安

全等方面。尤其是在学生上

下学高峰期，如何有效避免

校门前的交通拥堵、人员聚

集等潜在的安全风险，成为

了学校管理中的一大难题。

某校实行的“卡点入校”

规定，初衷可能是为了确保学

生能在老师和保安的监管下

安全有序地进入校园。然而，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

单有效，实则忽略了学生及家

长的个性化需求，尤其是在极

端天气条件下，让学生长时间

在校门外等待，不仅影响了学

生的身体健康，也增加了安全

风险。此外，这种做法还可能

引发家长对学校管理方式的

不满，影响家校之间的信任与

合作。

在校园安全管理中，家长

和学校是利益共同体，双方都

希望学生能够安全、健康地成

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家

长和学校之间往往因为信息

不对称、沟通不畅等原因产生

误解和矛盾：家长担忧孩子在

校外聚集的安全隐患，希望学

校能提前开门；而学校则考虑

教师的工作时间、管理难度以

及潜在的法律风险，坚持既定

规则。

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增进家

校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学校应主动向家长

解释“卡点入校”规定背后的安全考量，同

时倾听家长的合理诉求，探讨更加灵活、人

性化的管理方案。例如，学校可以在学生

早到的情况下，安排值班老师提前到岗，进

行巡查，确保学生的安全。同时，学校还可

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方式，加强与家长的

沟通，及时了解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

化安全管理措施。

除了加强家校合作外，解决校园安全

问题还需要依法理清各方责任。学校要在

法律框架内明确自身的安全管理职责，同

时也要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避免教

师因安全责任泛化而承受过大的压力；家

长也应增强安全意识，积极配合学校的安

全管理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则应提供必要

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体系，为校园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校园安全，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未来，需

要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我

们不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采取“一刀切”

的管理方式，更不能忽视学生及家长的合

理诉求。只有家校双方加强沟通、相互理

解，同时借助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构建

既安全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

和孩子一起和孩子一起和孩子一起
探寻神话里的文化宝藏探寻神话里的文化宝藏探寻神话里的文化宝藏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刚刚过去，人们沿袭着赏月亮、吃月饼的习俗，以月之圆，寓人
之团圆。而这一传统节日背后，也有着许多广为人知的神话传说，如嫦娥奔月、吴刚伐
桂、玉兔捣药等。这些充满想象和浪漫色彩的故事，丰富了“月”的意象，寄托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忆。

从成语典故，到文学名著，再到历史通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伴随着孩子的成长。
当下，中国传统神话也在传承中不断“焕新”，家长应如何引导孩子感受神话的独特魅
力？本期，我们邀请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神话研究集刊》副
主编周明，以及部分家长、孩子，一起探寻故事里的文化宝藏。

天和地是怎样形成的？为什

么我们不能像小鸟一样在天上

飞？月亮和星星会说话吗？……

回顾孩子的成长历程，家长陈美霞

说：“小时候，孩子的好奇心格外旺

盛，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接连不断

地涌出来，有时，我都不知道该如

何回答。”陈美霞表示，孩子年龄太

小，如果一本正经地科普知识，孩

子难以理解，还可能破坏她的探究

兴趣。而看着孩子充满期待的眼

神，陈美霞又很难草草回答，蒙混

过关。一次讲故事的经历，让陈美

霞在“两难”中找到了“外援”——

神话故事书。从听妈妈讲故事到

自己看故事，孩子的探索之旅越发

顺畅。

神话故事里别有一番天地，万

物有灵、变幻莫测，那是任孩子徜

徉的奇幻世界，

山川河流、花草

树木、虫鱼鸟兽都有和人一样的情

感。

“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充满了

奇妙的想象和夸张的情节，如‘盘古

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

填海’‘嫦娥奔月’等，这些我们耳熟

能详的故事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周明指出，“通过阅读这

些故事，孩子可以将现实与想象结

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同时，

神话故事语言优美、情节丰富，也有

助于孩子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在

读懂故事的基础上，孩子能更深入

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

渊源和精神追求。”

《山海经》是陈美霞和孩子共

读的首选书目，它被称作“史地之

权舆，神话之渊府”，涵盖了各种脍

炙人口的神话传说，也记载了大量

珍贵的地理、民俗资料，对后世的

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无论在审美层面，还是在内容

层面，书中描绘的世界都给我和孩

子带来触及心灵的震撼。”陈美霞

说。

“中国传统文化与神话故事的

独特魅力，在于它总能激发人们的

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周明表示，

“神话故事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人文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和启示作用。阅读神话故事有

助于培养孩子的民族认同感和文

化自信，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的

民族文化，也有助于指引孩子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好地面

对挑战、追求梦想。”

我们为什么要读神话？

所谓“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向文化深处探寻，不

仅需要家长善于教，还需

要孩子乐于学。如何顺

着孩子好奇的目光，打开

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抓

住他们的“兴趣点”是关

键。

“ 长 大 我 想 做 宇 航

员。”9岁的陈旻昊认真地

对爸爸说。小小年纪的

他时刻关注着航天事业

的新发展。2021年，国家

航天局正式公布我国首

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

号”。爸爸陈松便立即给

陈旻昊讲述了“祝融”的

故事。传说中，祝融是三

皇五帝时夏官火正的官

名，“掌祭火星”是火正的

职责之一。“‘祝融’带着

中国飞天脚步迈向了更

遥远的火星，它不仅有着

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也

承载着中华民族从古至

今对宇宙探索的向往。

我希望孩子心中那颗逐

梦星辰的‘火种’，也能在

传统神话与现代科学交

相 辉 映 下 一 直‘ 燃 ’下

去。”陈松说。

“接触神话故事，让

孩子的阅读兴趣也越来

越浓厚。”陈松最近接触

了国产游戏《黑神话：悟

空》，这款以中国神话为

底蕴的单机动作类角色

扮演游戏，同样也勾起了

陈旻昊的兴趣。陈松认

为，游戏并非都是洪水猛

兽，它有时也能提供一个

寓教于乐的机会，家长可

以带着孩子一起“玩”。

“因为游戏主线、支

线剧情均取材于家喻户

晓的经典名著《西游记》，

很好地融合了现代技术

和传统文化。在游戏中

‘降妖除魔’的同时，我也

和孩子一起细细品读《西

游记》，一起去原著中‘补

课’。”陈松说。

“近年来，一些影视

作品和游戏，如《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中国奇谭》

等对神话故事的演绎，不

仅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

好评，也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

和渠道。”周明指出，“这

些作品根植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厚土壤，进行创

新和改编后，更符合现代

观众的审美需求，为孩子

提供了更多了解历史、文

化知识的机会。家长不

妨利用这些少年儿童喜

闻乐见的形式，把握好教

育契机。”

不过，周明也提醒家

长，一些影视作品和游戏

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对

神话故事进行过度娱乐

化的改编，导致其中的文

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被淡

化或扭曲。家长需做好

“把关人”，注意甄别，避

免孩子受到不良影响。

同时，影视作品和游戏虽

然可以点燃孩子的学习

兴趣，但并不能替代传统

的学习方式，家长要警惕

孩子因娱乐而忽视了对

原著的阅读和学习。真

正的“文化宝藏”只有翻

开书才能找到，原著中往

往蕴含着更丰富的内涵

和细节，帮助孩子更好地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专 家 建 议

神话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 ■ 周明

如何给孩子讲好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中华传统文化长卷

中灵动的篇章，它以故事为载体反

映历史真实，蕴藏着事物起源之猜

想与人类的生存智慧。在人们对天

文、历法、生产生活的探索过程中，

神话处处可见。对家长而言，给孩

子讲好神话故事，可不是照着书本

念这么简单，还需善于捕捉藏在日

常生活中的文化线索，再将其背后

的故事娓娓道来。

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四季更迭

间都有神话。如“炎帝抱日”的故

事：相传，为让百姓免受饥困，炎

帝祈求上苍赐予五谷，并在“春

分”这天去往蓬莱，为子民抱回太

阳，阳光普照，种子得以萌发，大

地五谷丰登。为感激炎帝，人们将

他尊为“太阳神”，而“春分拜太

阳”的习俗也流传至今。家长如果

能在春分时节，结合万物复苏的情

境，为孩子讲述“春日限定”神话

故事，传统节气、节日将不再只是

日历上的一个注脚，而是留在孩子

心中的一段传奇。

“联系现实生活并进行讨论，可

以激发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

考能力，帮助他们将传统文化中的

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周明建议

家长，一边讲故事，一边引导孩子主

动思考。以“愚公移山”为例，家长

可以引导孩子联系自己的生活经

历，回想自己是否也曾遇到过看似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否应该像愚

公一样坚持不懈地努力？

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也是

讲好故事的“加分项”。周明认

为，这会让孩子更容易进入故事情

节。

“对于故事中一些较为复杂的

情节，家长可以适当简化，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确保孩子能够

理解故事梗概。”周明说，家长可

以为孩子提供一些相关背景知识，

如讲述“女娲补天”时，可以提及

古人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和敬畏，以

及他们如何用神话来解释和应对这

些自然现象，让孩子知其然，也知

其所以然；也可以采用角色扮演和

情境模拟的方式，让孩子深入故事

情境，感受人物关系，进一步理解

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矛盾冲突与历

史背景。

在具体学习方式上，周明建议

家长用多媒体资源做“助教”，以更

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神话故事。

边看还要边互动，带着孩子一起分

析故事中的情节和细节，锻炼孩子

的观察、分析能力，鼓励孩子通过绘

画、写作、表演等形式，表达他们对

神话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在中秋节，家长便可以和孩子

一起创作一则现代版‘嫦娥奔月’

的故事，或绘制一幅‘广寒宫’宫

殿图，以此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周

明说。

兴趣中藏着“教育的契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