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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五育融合”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小变革”
刘　惠

（天津市北辰区秋怡小学，天津 北辰 300400）

摘要：“五育融合”作为一种新的育人理念，体现了一种整体融通式的思维。本人让“五育融合”进学科，进课堂，在教学中尝试从“用

‘五育融合’的新挑战，助力教学理念革新；建‘五育融合’的新生态，助力教学实效真显；注‘五育融合’的新理念，助力教学价值提升”

三方面进行课堂教学“小变革”，用五育融合之效助推小学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让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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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涛教授指出：“‘五育融合’是在‘五育并举’的前提

下提出的，“五育融合”更着重于实践方式，体现了一种整体融

通式的思维。”“五育融合”彰显了一种特殊的且重要的“融合

实践”育人形式；它还蕴含了一种新的“融合”育人理念；它更

是一种新的育人思维。宁本涛教授在《以“五育融合”之力撬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提出：“‘五育融合’在课堂教学

中最关键的是依托国家规范的课程开设和校本化实施。”我认为

作为一线语文教师要让“五育融合”进语文学科，进日常课堂，

用“五育融合”之效助推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地提升，让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地。

一、用“五育融合”的新挑战，助力教学理念革新

起初，听到“五育并举”这个新名词，我认为它仅仅是学校

的事情，把德智体美劳课程开齐开足就可以了，和自己的语文课

关系不大。后来，学习国务院文件又要求“五育融合”，我心底

有些疑问：语文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基础课程，怎么融合，这不

强人所难吗？后来深入学习宁教授和李教授关于“五育融合”的

阐述之后，茅塞顿开，才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五育融合”

是真正的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各个学科在日常化的课堂教

学中要不断进行革新实践，具备“五育融合力”，学会以“五育

融合”的视域重新思考新的备课课例、上课课例、说课课例、磨

课课例。

“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挑战”。对于教师来说，这种挑

战给我们的教学技能带来新的要求。语文课堂上，教师要充分发

挥每个教学活动的“五育效应”。我开始在备课中努力尝试这种

育人新挑战，并将它在课堂教学中循序渐进地实施起来。在执教

四下四单元《母鸡》一课时，我做了大胆突破。在教学活动中，

给予五育发酵的空间，更加促进语文要素的有效落实。

活动一：我是小画家。出示学习任务：仔细阅读文中关于母

鸡的七个小事例，体会每个事例中母鸡的性格特点，小组合作画图，

把表示母鸡性格特点的词语写在图画上这只母鸡空白的地方。

活动二：我是小评论家。学生进行三次评论：第一次评论的

话题为“老舍先生用词很严谨，他写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苦’，

母鸡真的就是这样”。第二次的评论话题为“有人说老舍先生写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赞美母鸡，还赞美母爱。说说你的看法”。第

三次评论的话题为“对比《猫》和《母鸡》，从写法上有什么相

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要求学生用韦恩图表示。

读一读，想一想，画一画，说一说，学生在五育融合的教学

活动中充分阅读、思考和表达，五育融合相得益彰。同时，我也

深深觉悟到：在语文学科的每一次备课设计中，每一节课堂教学

实施中，每一个教学活动开展中，要善于充分发挥“五育效应”，

实现基于“五育融合”之中的新型语文教学方式。

二、建“五育融合”的新生态，助力教学实效真显

五育不全的学习生态通常是教师占主体，以教师为中心的控

制型生态观，学生被视为可以批量加工的、随时淘汰的“产品”，

学习知识成为学生“唯一”的任务。这种学习往往是“假学习”

或“伪学习”。“构建走向‘五育融合’的学习生态旨在以学生

者的真实学习与发展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

发挥自主性，教师由施教者向导学者（促学者）的身份转换。”

如，部编版二下《大象的耳朵》一课的课后第三题：“人家

是人家，我是我。”请结合生活实际，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这个问题很抽象，二年级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它确

是渗透德育教育、心理健康和体现课程思政的很好切入点。在备

课过程中，我研究了一些课例和教学设计，发现很多老师在处理

此环节的时候，用的时间很短，只是很浅层次地让学生知道“人

家再好也是人家，要做自己”的道理。有的老师虽然让学生联系

生活说一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但是学生并没有联系到生活。老师

着急赶时间，就直接把对这句话的理解说给学生听。学生真的能

理解吗？我认为这种只能是知道，浅层次的记忆，过几天就忘了。

我在找准教学起点后，分三个层次对此教学难点进行突破。

第一个层次是引导学生在读中揣摩大象说话时的心里想法，共情

体验大象内心从相信自己到疑惑不安，再到做出改变竖起耳朵，

最后坚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毛病的变化过程。第二层次是教师结合

课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发挥想象，初步理解“人

家是人家，我是我”的意思。即情境一：大象要坚定地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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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耳朵重新耷拉下来后，又遇到小兔子，小兔子感到更加奇怪了，

问道：“大象啊，你怎么又把耳朵耷拉下来了？”大象自信地对

小兔子说：“                      。”第三个层次是，教师结合学生生活

创设情境，让学生扮演大象帮助丁丁。即情境二：丁丁特别喜欢

画画。可是，妈妈却希望他像邻居家的兰兰一样练好书法；爸爸

想让他和朋友的孩子一样成为篮球健将。丁丁该怎么办呢？经过

小组讨论交流，学生决定这样帮助丁丁：让丁丁和自己的父母说

清楚，我不想做别人喜欢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画画，希望爸爸妈

妈能让自己学习画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教师顺势点拨：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自己，要正确对待别人的看法，不要刻意盲目地模

仿别人，要坚定做自己，做自己最快乐。

随着在不同情境中的迁移与运用，学生的理解不断深入，形

成深层次的记忆，才能灵活应用到生活中去，而不是为了融合渗

透课程思政、心理健康走形式，走过场。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是

导学者，用活动设计促进学生进行较深度地学习，发挥五育相互

渗透和相互滋养的效应，从而引领学生从有深度的语文学习走向

立德树人，教学实效真实显现。

三、注“五育融合”的新理念，助力教学价值提升

教师要努力并善于找到“五育融合”课堂教学日常化、生活

化及情景化的关联点和融合点。以语文学科为例，把“硬性融合”

和“柔性融合”有机结合起来，警惕“五育融合”面面俱到，把

语文课上成思政课或科学课，最后找不到某育育人的价值。

首先，教师要努力找到劳动教育日常化的融合点。我尝试把

劳动教育与语文课堂教学有效融合。如，在文言文《囊萤夜读》

的教学中，当学生受到启发要学习车胤勤勉认真、夜以继日、不

知疲倦地学习后，我顺势渗透学习就是辛勤劳动的思想。它就像

农民耕作一样，只有每天辛勤耕耘，才能最终收获。再如，《芦

花鞋》一课，学生跟主人公青铜年级相仿，对课文内容和青铜勤

劳、纯朴的美好品质颇为“感冒”，从而深深感受到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的意义。课后，我安排拓展实践作业，用纸条设计编制漂

亮的创意鞋，并进行爱心义卖活动，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之中更能

体会学习和劳动结合的快感，明白学习就是劳动，劳动就是学习，

相互滋润，相互增长。这种融通式的思考和设计，让劳动教育的

理想和目标渗透于日常，才最有生命力，也才最为持久。

其次，教师要在语文教学中将五育的“硬性融合”和“柔性

融合”有机结合起来。部编版语文教材四下第六单元习作的话题

为“我学会了                       ”。这是作文话题贴近学生的生活，与

“成长”相契合。学会做事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表现。此时，

正逢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学校开展感恩母爱“为辛劳的母亲亲手

做一盘美味食物”的活动。这是多好的一次劳动教育和语文学科

的合作“旅行”。于是，周末的实践作业改为：为母亲亲手做一

盘美味食物，简单记录过程和自己的心情变化。大家当天在微信

群中自发晒幸福，短视频都记录下孩子们劳动的身影。转天课上

学生们交流展示的热情空前高涨，独家寿司、奶香果冻、张氏蛋糕、

精美水果拼盘和西红柿炒鸡蛋等，让人垂涎欲滴。看得出学生是

真的动手实践了，真正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劳动的收获，劳动的

幸福。这次习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所有人一次通过，选材

新颖，佳作频出，打破学科育人，收益翻数倍，自己也尝到了甜头，

后面的教学我不断注入“五育融合”的新理念，努力提升语文教

学的育人价值。

最后，师生共享“五育融合”之乐。教学第八单元习作“故

事新编”时，我打破陈旧的作文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

高效合作“新编”。“故事新编”重在“新编”，故事的主人公

不变，重新变换结局，想象情节，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

顺应“新编”，教学中重在“新教”：第一步将学生重新划分小组，

每组都有习作能力和绘画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第二步新编情节。

小组将确定好新编的故事重新变换结局，根据结局想象新编情节。

师生互动点评、补充完善。比如，《狐假虎威》新编，我引导学

生想象老虎在给“狐狸大王”偷听见小兔子和小猴子的对话，说

老虎蠢笨被狐狸骗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决定在下次森林游行时，

偷偷藏起来试探一下狐狸。其他学生也给出意见：老虎不用把狐

狸吃掉，罚他做苦役更能长教训。第三步绘画展新编。小组合作

将创编的情节画出来，配上文字，组内合作讲述新编的故事内容。

最后，在第二课时每个小组都进行展示汇报，评选“最佳创编奖”。

大家一致认为：第六小组的故事内容最丰富，情节最吸引人，当

选“最佳创编奖”。8 个小组，8 个故事新编，8 个最佳合作团队。

这又是一次五育融合之旅，学生们一路欢声笑语，一路团结协作，

一路精彩纷呈，语文教学价值也在一路提升。

综上所述，“五育融合”融合实践，课堂上互融互润，它用

新的挑战、新的生态和新的理念，让我的课堂教学发生了一场“小

变革”。它为语文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为学生带来新的学习方式。

同时，“五育融合”让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不断增长。我相信，“五

育融合”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将经历一场全新的旅行，旅行的终点

必定花开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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