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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赏识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雷菊英 

（成都高新石板凳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41413） 

 
摘要：赏识教育是目前的新型教育方式，它的出现为教学事业注入了新

鲜血液。此文笔者将重点讨论此方式在小学语文教学里的应用，望可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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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赏识教育应用进小学语文教学里，可以很好的展现以人为
本、突出学生地位的教育理念。教师需要将学生视作教学中的主
体，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让教学方案科学化，开展高效的语
文教学。接下来，笔者将从为什么要进行赏识教育入手，讨论具
体问题。 

一、为什么要进行赏识教育 
赏识教育更像是爱的教育，它强调赏识学生行为，在强化学

生行为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愉悦的学习氛围，并指明学生接下来的
发展方向。它并不仅仅是表扬或鼓励学生，更是在学生做事时理
解吧并尊重他们，发现同学们身上的长处和优点，及时鼓励，进
而让其在这样的过程中树立自信心，挖掘自身的潜力，达到预期
的教授效果。教师展开教授时，不可使用单调呆板的读写方式讲
授，应该灵活使用赏识教育，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赏识，得
到尊重，进而让其在学习中发现学习的乐趣，营造给学生一个愉
悦且轻松的课堂气氛[1]。以《我是什么》为例，语文教师应该让
学生畅所欲言，在生生互动的过程中讨论相关内容，结合大自然
中的场景想象不同事物的视角，分析它们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讨
论结束后，让他们在全班面前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并对他们的
回答表示肯定，让学生在受到鼓励时获得信心，从而调动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主动进行语文这门学科的学习，潜移默化的提升学
习成绩。 

二、如何在小学语文教授中应用赏识教育 
（一）调整观念，让师生关系更加和谐。笔者认为，负责小

学语文教授的教师如果想在教授时落实赏识教育，一定要挣脱传
统教授理念的枷锁，改变以往将自己是做中心的教学理念，把学
生视作教学中的核心，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进而在源头改变其
以往的被动接受知识、麻木学习语文的情况。因此，教师一定要
在教授时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并尊重不同学生的差异，为他
们创造可充分表现自己的平台，并鼓励其行为，让每位同学均可
以受到教师的关怀和爱。在这样的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才能在
良性循环中愈发和谐，赏识教育也可以更好发挥其在语文教学中
的作用。 

（二）从课堂入手，营造赏识环境。我们都知道，学生可以
在课堂上培养能力、获取知识。小学语文教师需要从课堂出发，
让学生在被赏识的状态下学习，进而让其在得到赏识之后，建立
自信心，更加主动的学习语文知识。 

由于大多小学生年龄不大，所以心智尚未发展成熟，其接受
能力和认知能力均处于发展形成的初始时期，看待事情的时候会
显得些许幼稚，同事也希望收到教师家长的赞赏与鼓励。所以，
小学教师在教授语文时，需要尽可能展开对学生的活动与行为的
鼓励，并找到他们自身的优点。例如部分学生性格内向，不太喜
欢讲话，可是动手能力很强。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不过在课
堂上主动积极，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还有的孩子并不聪明，不过
勤恳踏实……在面对这些学生时，教师需要欣赏他们，找到孩子
们的闪光之处，鼓励其继续发展长处，对自己的短处进行补足，
从而树立学习语文的信心[2]。除此之外，教师需要仔细观察学生
的心理情绪与学习状态，及时发现他们因同学关系处理不善、成
绩一般等出现的问题。我们这时应该对他们积极开导，让他们真
正明晰在学习中的长短板，进而完善学习方法，调动自身的学习
兴趣。总的来说，此做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赏识环境，学生
也能在自己得到赏识时，更加自信积极的面对学习。 

（三）应用多媒体，增强赏识教育的教授效果。由于科学技
术正飞速发展，许多现代的辅助教学设备也被不断的带进课堂之

中，多媒体就是其一。教师需要合理的运用此工具，增强小学语
文教学里的赏识教育效果。 

以《黄山奇石》为例，在学生学习这篇课文时，笔者便运用
了多媒体这一工具，提前在网上查询有关黄山的风景图片与视
频，并带学生观察普通野外石头和图片里黄山奇石的区别，播放
相关音乐进行辅助，让孩子们在音乐的引领下更好的观察幕布。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在视觉、听觉的直观刺激下很好的提升了
文章理解，从而自然培育并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我进行赏识教
育也可以更为有效。同样的，教师在教授学生成语时，也可以把
成语背后的含义运用语音或图像的方式展示，并让孩子们依照相
关内容猜测是什么成语。这样使用多媒体更为合理科学，学生能
够在这个过程发挥想象力，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3]。值得注意
的是，教师需要在这时鼓励学生的不同想法，引导他们主动学习
思考，并详细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让赏识教育发挥其作用。 

（四）结合课本，重视课外。教师需要在课堂营造氛围，进
行赏识教育以外，还需要重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结合课本内容，
找到他们的长处，让其感受到成就感，使语文教学更加高效。 

如在笔者教授完小学一年级《比一比》后，让孩子们在课后
练习本课的生字，这时我发现一名成绩一般的学生姿势正确，十
分认真，便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了他。后来这名同学的作业更加认
真，然后我便将其作业本与其他的优秀作业张贴在班级里。慢慢
的，这名同学越发自信，成绩有一定的提升。 后，评价学生时
教师应该尽量使用鼓励性质的话语，如：“你 近进步很大，加
油！”“这次成绩一般，别灰心，继续努力！”在这样的评价中，
学生往往能够有更高的学习热情，更会主动的学习语文，教师相
关工作也会更加高效的开展。 

总的说来，小学教师在教授语文这一学科时，需要进行赏识
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并调动起积极性。相信
我们可以在调整观念、营造赏识环境、使用多媒体等方法中有效
展开教学，并及时完善相关环节，进而让孩子们提升自信及语文
素质，为他们接下来的语文学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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