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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学中体现人文情怀和诗意底蕴
朱荣恩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第一中学，甘肃 合作 747000）

摘要：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我不断摸索着语文教育的实质所在。语文，语言、文学、文化的简称，它具有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在课标、课本、试题等各个方面的不断改进中，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这门学科中人文性愈来愈凸显。在我这些浅薄的思考中，

恰逢培训学习，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肯定的认识。那就是在语文教育教学中要着力体现人文情怀和诗意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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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既要具有一定的科学

素养和科学精神，更要具有扎实的人文素养和美好的人文情怀，

在求真求美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卓越，逐步达到人性的完善与完美，

人格的高尚与高贵。这诸多的感悟汇聚到一点，就是坚守充满人

文情怀的语文教育。

一、教育目标需要具有人文情怀的语文

教育，在《说文》释义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

养子使作善也”；同样，在西方的古代，“教育”（education）

一词源于拉丁文 educare，本义为养育、引出、发挥或发展，

指通过教育（教养）活动引导儿童，使其固有能力得到全面的

发展。

可见，没有当今人类社会的全球通信息化时代，没有一触即

知的互联网，更没有互通有无的发达交通，在相对闭塞的古代，

无论东方、西方，人类对“教育”的理解建立在一定的共识基础

上。即在一定时间的引导下，使“子”“作善”从而成为“英才”，

由此可见，“作善”并不是单一的使之成为知识的巨人，更在于

内在的人文素养。

何谓“人文情怀”？我想借助教育界同人的一段话：“所谓

人文情怀，是指人文主义情怀。人文主义既是一种哲学理论，也

是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

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者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宽容、理解、

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最为重要的原则。由

此看来，人文情怀应该是尊重人、承认人，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

理解、宽容、沟通为基础的情怀，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

命运的维护、追求与关切。”

将“主义”化为“情怀”，用人生美好的境界，感性的情感，

多元化的创造，积极的心态去引导、“作善”，这不就是实际教

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吗？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注重语文学科的

人文性，让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和空间里，沐浴着人文情

怀的光辉，人格得到尊重，身心得到愉悦，智慧得到发展，能力

得到提升，人性得到完善，进而推己及人，影响社会，造福社会，

使之成为“天下英才”。

二、无处不在的人文情怀教育

（一）“心存善念，润物无声”

一则寓言故事让我深思：不称职的医生会下十八层地狱，而

不称职的老师会下十九层地狱。无论是“健康教育”的办学特色，

还是“心存善念，润物无声”的办学理念，皆蕴含着人文主义情怀。

“健康教育”被拓展为：身体健康、学习健康、心理健康以及人

际关系健康，并且在“健康教育”的理念下引领师生共同健康发展。    

教师的健康教育体现在何处呢？除了身体健康，教学健康外，

学校特意在周一下午为教师开设了素养提升课程，吉他、瑜伽、

钢琴、书法、读书、化妆等，出乎意料的是，这不仅没有影响到

老师们的正常教学工作，反而调动了老师们的积极性，激发了大

家的热情。

（二）在语文中体现普惠大多数学生的人文情怀教育

有文化底蕴的学校，人文情怀感染着每一位师生。徜徉在如

此美丽的校园中，深思着，感受着，感动着，知识的果实，智慧

的果实，人生的果实，还有老师们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人文情

怀主要体现在一个“真实”的校长就是一座“真实”的学校。“教

育人需要做什么？”回答如此简单率真：“教育就是做平凡事，

做常规。”将常规做到极致就是特色，这其中包含了教育成功秘诀：

简单和专注。是啊，坚持应该坚持的确实比创新更重要！

作为语文老师，多读书是毕生应该做的一件常事，一些名师信

手拈来的古典诗词，深入浅出的教学理论，有趣大方的教态，原来，

他们坚持平时做到有温度的阅读，不断侵润自己的人文情怀，增加

文化底蕴，进而感染学生。反思自己，虽然闲暇时间也会看书，但

确实是“我看书非读书”，看书的收获在哪里？看的书又用在了哪

里？看书不透不精不走心，如何将自己的人文情怀落实到课堂中？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面对社会上诸多的关于教育的理解、

阐释、流派、理念等纷繁噪杂的声音，至始至终，有一句话语仿

佛天音一般回响在我的耳边：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这里

所说的人的发展，是指人的和谐发展、持续发展与终身发展。正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让我对教育的认深刻了许多，此刻，回

首来时路，在教育的茫茫星海中，我将乘帆远扬，长风破浪，怀

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开辟属于自己的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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