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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代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入进行，教学教育的要求与目标以及从

过去的应试教育逐步转化为人文教育，国家在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性

质应当是人文性质与工具性质的完美统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质不仅指语文学习

的过程，也是让学生在成长发展及学习课程的同时激活学生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

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当在教育学生听、说、读、写四个基本能力的同时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文化品位、以及知识视野等。这就要求了教师在新世

纪语文课程的教学中，充分关注学生的语文学习、语文情感以及语文生活，用真

心与真情打动学生，与学生携手营造出新世纪语文课程的人文时代。本文以小学

语文教育为例，结合《小学语文教学指导》一书，分析小学语文教育在人文陶冶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现人文性质的教育，进而为今后小学语文

教育的实际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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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是学生在思想启蒙阶段的初等教育，因这一阶段的学生心智发育未

完全，还没有一套正确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所以小学语文作为在学校中必修

的科目，对于培养在学生学习与成长过程中的人文情感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一、小学语文教育的分析：

（1）语文教育的基本性质

语文作为人类互相交流表达情感的工具，是一门饱含情感的学科，同时，语

文中的精神、哲学、伦理、道德、价值观等要素也有着推动文化进展，实现沟通

与互动的作用[2]。而在新课标中对于小学语文的性质有着明确的要求：“语文应

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与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语文最为同时具有

人文性质与工具性质的双重性质，不论是在自我表现方面、信息传递方面、甚至

是创新方面，语文都可以贯穿于人们的一切交际活动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2）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够真正的意识与理解到对于学生人文关怀

的重要性，在教学模式上还在秉持着传统的应试教育方法，忽略了学生的在教学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使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对

学习失去兴趣。同时，在教育中缺少适当的人文精神培育，因小学生的接受能力

与理解能力较低，如果生硬的将人文精神内容强行融入进知识中，会导致学生产

生盲从心理，无法充分理解与领会[3]。

二、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要求：

（1）教育理念要求

在当前新课改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语文的教育作为在当代教育中最主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语文教育的方向发展是人文化与科学化。而语文作为最具有创造性

思维的学科，更应当在教育中做到灵活与多元化发展，并非强迫性的向学生一味

地灌输知识，而是应该做到在潜移默化中启迪学生，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充

分理解知识而非死记硬背[4]。过去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了教学理念与教学进程止

步不前，极大阻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所以，小学教育应当结合趣味性教学与游

戏性教学，更合适更科学的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

（2）教育自身要求

因小学语文的教育过程是学生思想情感启蒙的过程，也是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人格以及情感等方面生成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尤为注重对于学生人文情感的培养。而小学语文的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

感与内涵，通常也提醒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应当单纯的

教授给学生知识，而是通过结合教材中的内容去启发学生感悟生活与世界的美

好，通过教材中的各种文字或是故事来引导学生领悟其中的人文情感。

三、如何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加入人文精神培育：

（1）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当代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应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改为启发式教学。教师

应起到引导协助的作用，从传统的单向教育变为互动教育，让学生自主阅读并探

索课文中的真理，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这对于让学生充分理解人文精神有着

重要的作用。

（2）通过角色体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因小学生的性格天真无邪爱好幻想，会将自己代入到课文当中的角色。所以

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在课堂上结合课本的内容进行表演，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

课文的记忆，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5]。例如，在向学生讲解部编人教版小

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猎人海力布》一课时，教师引导学生排练课本剧，在原有

课文的基础上，想象海力布、小白蛇、老龙王的表情动作，还可以加进其它人物

的形象，如老鹰、村民等。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领悟其中的道理，既能够熟记

课本中的知识，还能够加深对于课文中人文精神的理解。

四、评《小学语文教学指导》：

《小学语文教学指导》的特色是以在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实际案例作为载体，

通过理论关联实践，分析了小学语文中的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用浅显易懂的话

将深刻的知识表达给学生，是一本能够有效为教师提供针对性指导建议与方针的

书籍[6]。同时，全书充分论述了教学评价的准则与内容，并根据“课程界定与课

程理念”、“课程目标与内容”、“教学实施建议”、“教学设计案例与分析”、“教学

评价建议”这五部分，系统梳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容。另外，列举了如“问

银河”、“长城”、“杨氏之子”等课程的设计案例，针对性的解答了在教学实践中

存在的各类问题，以帮助教师深入理解与领会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从而更好的

进行教学设计。

五、结语：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在注意学生主体发展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在语文课堂

教学中的情感发展，摒弃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充分重视人文性质的教育。同时，

根据《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合理制定教学内容，设立课堂目标，完成课程设置。

不断优化教育体制，始终将小学语文教育课堂上的人文性质陶冶作为一项重要课

题，构建一个完整且具备人文主义性质以及新世纪语文教学观念的课堂，以期早

日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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