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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学习生活中，课程有着许多的种类，语文便是其中
之一。但是语文学科十分重要，在其他的学习领域都能被体现，语
文学科具有强烈的独特性，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语文教师在课
程当中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更应该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性，在今后的语文学习当中打下良好基础，这就要求教师在语文
教学中必须重视人文素养。

1　中学语文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意义
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迅速，急需大量复合型人才。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这就要求语文学
科的教学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还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养。而这是一项长期坚持才能完成的事情，并不是短期之内就可
达到的，这就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总结教学经验，
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专业指导。

中学语文教学对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十分强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不仅
能促进语文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不断改革语文教学，进一步完善
语文教学理论。这就要求教师要深刻理解人文素养的含义，并在
实际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在实
际的教学生活中，缺少人文素养方面的教学。这就需要教师找到
其中的因素，进行适当调整。并深入学习语文学科教学内容，挖
掘与人文素养相关联的教学内容，要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2　中学语文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2.1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涵养，而它的形成是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要对儿童潜移默化的进行影响，加强品德教育，培
养人文素养的同时感受生活的真谛。学生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是
存在个别差异的，每个人的习惯是不同的，导致习性也会不同。所
以教师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

2.2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人文素养对于学生十分重要，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进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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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第一，素质教育是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实施素质教育能
更好的培养祖国未来人才，所以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综
合素质要从小培养，潜移默化的利用环境给学生打下良好基础。
一个国家的素质取决于人民的素质，所以教师要提高学生的人文
素质才能提高国家素质。第二，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相较于小
学生的目的性更加明显，认知水平也相较小学生更高，自我意识
感也在增加。从心理上来说，中学生的感情更加细腻，却也更加
不稳定，需要教师多观察才能蕴含其中的含义。受应试教育影响，
教师和家长以成绩评价学生，使学生为成绩而活，学习成绩好就
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差就是坏学生，这种评价体系会给学生带来
许多压力，这就需要人文素养来改变这一现状。

传统的教育方式更注重教学理论的表达，而忽略了教学实践
的重要性。语文学科同样也是，学生为了考试而背诵古诗，为了作
文背诵经典著作，为了取得高分而不断做题。这并没有体现出语文
教学的真正含义，是培养学生的优秀品德，弘扬和继承我国优秀文
化。学习唐朝诗人杜甫体恤民生的思想，学习苏轼忧国忧民的情
感，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当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体会，加强
熏陶感染力度，而并非只是传递语文知识，提高试卷成绩。

2.3语文教学中培养人文素养的理论
西方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发表过言论，如果离开了人的发展，

那么一切都毫无意义，这也就证明精神文明是当代人们所需要的。
人本主义是通过挖掘学生的人性化，来让教师引导学生实现人生
价值，人本主义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情感对于人的发
展是很重要的，要充分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展现人的意义。

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将教学过程完美体现出来，要想使教学过
程最优化，教师的教学内容就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还要结合学生
的身心发展状况进行最合适的设计。教师的教学活动要根据学生
的最近发展区进行科学制定，来提高教学质量。

3　中学语文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产生的不足之处
3.1中学语文教学实际学生人文素养的现状
当前教师的语文教育只关注了教学内容，并将语文知识单一



    9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的传递给学生，忽略了学生的承受能力。语文学习完全与生活
脱轨，导致当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比较定式，虽然
也有很强的应试能力，但是思维创造能力不高，这就要求教师
在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人们在评价学生时，往往根据成绩进行定义，只注重学生
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只重视应试教育的分数，而忽略了
实践教育，这就导致在语文教学当中也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文精
神。阅读理解是语文当中重要的学习内容，学生根据阅读当中
内容进行自行感受，从而产生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学生应该以
自己的领悟能力去体会作者的情感变化。

3.2对中学语文教学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人类的历史上受教育者往往要在素质方
面、教养方面、智慧方面都胜过于未受过教育的人，在古代受教育
的程度也会提高人的地位。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校教
育也变成了商业类型，很难体现出教育的本质，使学生变成了消费
者，将知识卖给学生，家长将学生放进学校进行加工然后卖给社会。

“百无一用是书生”造成工作单位对理科生的宠爱，而文
科生的就业率明显没有理科生的好。这种旧观念仍深刻被印在人
们陈旧的思想当中，他们都认为思维好的孩子学习理科，而思
维不好的孩子才选择的文科，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家长哪怕
花高价，也要为孩子把理科成绩提高。对于语文学科来说，大
部分家长都认为语文是我们从小就会说的语言，没有什么实际用
途，所以不学也可以。这就要求教师要对家长的思维进行转
变，改变那些错误观点。

4　中学语文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资源
4.1课内教学资源
课内的教学资源大多来自课本教材，教师要深刻理解语文课

本，发掘人文素养的内在含义，而不是要仅仅为了应付考试，
不能只关注考试题型，而忽略了语文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能力。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不断丰富自身的
人文素养，才能更好起到领头作用，教师要不断通过学习来充
实自己，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4.2课外教学资源
学生在课余时间还要注重课外的知识学习，在课余时间，

家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家长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家长
也是学生的老师，并不只是在学校才能学习，不要把所有的责
任都推给学校。家庭教育对于学生也十分重要，也能够很好的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当前课外辅导机构较多，家长应该树立
正确的育儿观念，不要受到外界思想的干扰，不能逼迫学生学
习数学、英语、舞蹈、围棋、绘画等课程。家长要重视学生
的发展，引导学生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古人的智慧传
承优秀品质，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家庭
教育具有生活化元素，教师在进行授课时也可增加生活化元素，
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学习，通过课内和课外教学资源相结合，
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5　中学语文教学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策略
5.1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要求教师要为学生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师要以身作则，将人
文气息渗透到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当中。语文教材里的每天文章
都是精挑细选的，每一篇文章都很符合学生身心发展，也符合
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不仅仅
要追求学生的成绩，还要让学生从内心感悟语文的人文素养，
在语文阅读当中深刻理解文章中的人文情怀。

学校可通过校服、校徽等隐性教育来发展学生的人文素养，

学生身处其中就能很好的感受到这种气息。学校还要注重对校园
人文环境的建设，促进学校和社会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是要在潜移默化当中去进行的。

5.2完善语文的人文内涵
教科书当中应该蕴含更多的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使学生能

够进行有效学习，潜移默化的增加人文气息。教师也应启发学
生多阅读经典著作当中的句子，学生也应该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名
篇佳话，学生也要及时记录自己感想。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多发
挥自己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多用眼睛看，多用耳朵听，用心去
感受生活，仔细观察身边的一切，去积累写作素材。

教科书是连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载体，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的主要方法。教师应深入理解教科书的内涵，挖掘潜在的人
文素养，要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语文所带来的乐趣，让学生能够
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

5.3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
在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不仅仅要重视学生学习知

识的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个人素养。教师要以身作则，
优先提高自身的个人能力，才能有更加博学的知识和人文精神，
来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让语文教学变得活泼，不仅
仅局限于课本内容，让学生真正热爱学习语文，热爱生活。

语文教师要不断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积极探索符合现代化
的教学方法，将语文知识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做到真正的知
行统一。通过提高学生的语言构建能力，思维发展能力，审美
鉴赏能力，文化传承能力来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核心素养，做
到真正的创新教学理念。

5.4完善教学评价
教师的教学评价应当以鼓励为主，教师应从多方面进行评

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生的成绩，应把学生的生活也纳入到
教学评价当中，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行为，这样才能大大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教师要不断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一定要符合评价的规律，
并且要跟随时代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评价方法。要进行多元化教
学评价，不能仅仅凭借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为优等生，还是差等
生，考试有太多的偶然性，不能很好的评定一个学生的本质。

语文并不仅仅是文字的呈现，而是文学的熏陶，还有文明
的传承。教师在评价时要仔细认真的阅读学生作文含义，在作
文当中观察学生对于经典的学习能力，感受学生情感的熏陶，
不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在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也要以学生为主，要尊重学生善于倾
听学生的真情实感。

6　结语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当前的语文教学当中缺乏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人们受传统思想的束
缚、旧时代的印象、教育管理体制、应试教育等原因。但这
些原因不能阻碍教育发展，教师要从自身开始，提高自身的人
文素养，把教书育人做到真正体现出来，只有教师能够真正认
识到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才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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