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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学语文教育工作途径之“实践育人” 
王君功 

（莒南县特殊教育中心  山东省  临沂市  276600） 

摘要：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创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任务。教育部
研究制定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指南》，为学校指明了方向，细化了语文教育工作实施途径和要求。特别是六大实施途径中的“实
践育人”，成为了新亮点，强调了语文教育育人的实践性。本文将从实践育人的四个方面内容，即主题教育实践、劳动 实践、研学
旅行和志愿服务，阐述如何搭建活动载体，整合活动内容，优化活动环节，从而实实在在达到实践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实践育人；活动载体 
 

一、引言 
教育学者指出育人为本，语文教育为先，聚焦立德树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小学语文教育工作
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创
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实践育人主要是让小学
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获得道德体验，增强小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体现“语文教育在行动”，
将语文教育工作细化为贴近小学生的具体要求，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行动。实践育人是学校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学
校应该以 “融合”的方法，整合的方式，夯实学校语文教育“实
践育人”工作。走出了一条适合学校语文教育实践育人之路。  

二、精心设计，架构语文教学实践育人课程  
对于小学的语文教育工作的开展，学校首先要结合学校实

际工作情况及多年积淀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分析、梳理，进
而加强顶层设计，融合三级课程，开发构建了学校课程体系。 

将语文教育工作细化为贴近学生的具体要求，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行动，需要我们带着孩子们走进现实真实的活动场景或
高度模拟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景，而不仅仅是单一地观看、讲
解、说教等捆住孩子们手脚的闭门造车和思想灌输。语文教育
在行动，真正让孩子们去行走、去活动、去体验、去经历。 总
之，精心设计，是开展好实践育人活动的重要前提。  

三、细心组织，夯实语文教育中实践育人活动  
细心组织，是开展好实践育人活动的有力保障。学校的常

规工作，可以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是，对于实践
育人的活动，我们通过精心设计，让各个职能部门不能不参与，
不得不参与。通过参与，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例如：活
动前的安全预案、乘车安全、安保措施等，学校负责安全的主
任就必须全力来参与；设计学科教学内容的，教学主任也必须
提前组织任课教师做好设计；语文教育主任更是责无旁贷。总
之，每一项实践育人活动，没有全员参与、全力协作，就无法
组织好、落实好这项工作，取得真正实效。通过几年的实践探
索，我们认为，运用“项目管理”理论，来组织实践育人活动，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将实践育人活动与新时代热点问题相结合来进行小学语文
教育工作，组织育人活动，引导学生学会辨证地看待社会热点，
既不要被社会热点冲昏头脑，也不要视而不见，麻木对待。只
有用冷静的思考面对热点，才有利小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四、耐心坚持，静待语文教育中实践育人效果。 
语文教育，不仅是内化于心，更是需要外化于行的教育。

而外化于行，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好的。实践育人，更是
如此。如若不坚持，只是为了开展而开展，今年搞了明年停，
那么，我们将无法见证孩子们的真正成 长与发展。因此说，耐
心坚持，是开展好实践育人活动的关键因素。  

生活和教育都是一个历程，是持续不断的活动，教育的内
容就是生活的内容，生活的内容在教育中得以延续与更新，从
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要把教育活动与生活

紧密联系，假大空的口号要不得，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要不得，
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配合，要有益于学生生活经验和实际能
力的提升，如坚持帮父母搞一次大扫除，到社区参加义工活动
等，通过耐心坚持达到语文教育实践育人的效果。 

五、静心反思，聚焦语文教育中实践育人方向。 
实践出真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每一次的实

践育人活动后，都需要我们静心思考，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并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方向与设计。 

新课改中除了必修课、选修课外，还开设了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包括“研究型课程”，社区服务等，活动类课程的开设
为语文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它可以使小学
生更好的了解社会，把握人生，使小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目的不
仅为了个人的前途，更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应当不断提高自身
的素质，完善自我，最大程度地体现人生的价值。可见实践活
动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且弥补课堂静止语文教育的
不足。 

四、结语 
实践育人强调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探索性学习、体

验性学习、交往性学习等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出学
校、深入大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走入生活世界，进行调查、
考察、访问、测量、实验、社区服务、劳动实践和技术实践等
活动，发展学生的个性，密切学生与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发
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面对语文教育工作的新问
题，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从理论的
高度把握语文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敢于探索素质
教育中语文教育工作的新思路，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多途径
的实践活动，使语文教育真正成为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催化剂，
使学生受益终生。 

静心反思，是开展好实践育人活动的不竭动力。“十年树
木、百年树 人”。“立德树人”何止百年。小，关系家庭幸福
绵延；大，事关国运兴衰。习总书记为我们指出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个渺小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应
该为这个梦点燃一缕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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