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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小学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梁春 

（西华师范大学附小）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策略也在发生着改变，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育
的需求，这时，需要更加多元的教学目标，来适应现代教育要求。在校教育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性的教学阶段，小学语文又是这
个阶段的重要课程，利用多元的教学视角，进行有效教育，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融合，会对小学语文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本文围绕小学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展开研究，对两者的概念，融入原因、现在融入中存在问题以及融入方法进行探讨，进而
启迪思想，促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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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学科，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一个基

础，因此它本身自带有工具性的属性，小学语文教材中多元的内容，
丰富的情感表达，让其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在教学中如何将人文
性与工具性和谐统一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一、小学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概念 
1 工具性 
工具从字面意思看就是完成一件事情时所使用的手段。教育学

家陶行知曾经说过，语言即是工具，它在人们的交际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这样的属性。小学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学
学科，自然也有这种属性。小学语文既是学习语文学科的基础，也
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石，这样的工具性属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
从思想和输出两个维度去理解，小学语文工具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工具性就是指在教学中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字词句这些基本的语文知识，能将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的交际和
学习中，获得自我成长和进步。即我们所知的“三维目标：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之一二。 

2 人文性 
人文性是小学语文自带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小学语文内容多

元，从小说到诗歌，从散文到议论文，每一篇都凝聚作者丰富的情
感表达，这是小学语文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人文性就是要以人
为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和感受，而不是单纯的、机械的一种重复，
让人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引起学习者的情感共
鸣，激发学习者的内心感受，进而达到情感升华，将原本属于语文
教材的美好情感，通过情感升华转化，变为学习者的人文底蕴和人
文素养，这是小学语文人文性的内涵。即“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承载。 

二、将小学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有机融合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活动应该是多纬度的综合活动。其活动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及技能的提升。教师需要打开视野，着眼未来，
以人的终身发展和幸福为教育教学目标。尤其是语文教学在教育教
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其文以载道的属性，既要注重工具性的作用，
更要融合人文性，将二者有机的统一。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教育
教学的一种升华，更是育人效果达成的有效策略。 

三、日常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有机融合存在的问题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入上

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教师的施教策略问题：教学理念每个老师
都懂，但在教学实践中依然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的授课内容，将知识
点作为课堂的授课要点，没有凸显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
其次是“急功近利”的态度下的教育行为问题：很多教师在“考考
考”的指令下，为了“分数”，依然用填鸭式教学方法，把知识喂
给学生，剥夺了学生的思考机会及认知能力提升的机会，也剥夺了
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情感体验和人文思考。第三，部分教师缺乏对人
的认知规律的认知：认为知识要步步为营，课课盘清。反复机械训
练，从而降低了教学的效率。导致本应是思想火花绽放的语文课堂，
变得了无生趣。第四，小学语文教师自身的语文素养问题：部分小
学语文教师自身语文素养不够，在教学活动中做不到站在“制高点”
上引领学生遨游在魅力无穷的语文世界，只能“照本宣科”。 

四、小学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入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以人为本；
其次，要提高对语文本质属性的认知，提升对人的成长及认知规律
的认知，将其付之于行动。以正确的教育教学思想促进小学语文工
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 

（二）、用心备课。 
语文教学活动中要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教师还应

该在备课时下足功夫。备课过程中，首先要将授课内容中的工具性
内容和人文性内容进行明确；然后根据材料进行相关内容挖掘、收
集、记录；撰写教学计划，将相关内容进行分类、整合、植入教学
环节，为授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例如：在备《夜莺的歌声》一课时，我们首先明确这一课的“三
维目标”内容：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苏联卫国战争中少年儿童
的机智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2、体会课文首尾呼应应写法。3.学习
生字新词。会用“宛转”、“兴致勃勃”造句。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在明确内容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文章内容及相关材料挖掘：小夜莺
在帮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法西斯强盗的这件事中，除了展现出他
“机智勇敢、爱国”这一人文主题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品格：
微笑着面对苦难。我们将搜集的相关内容“二战、苏联卫国战
争……”以及战争岁月的儿童是怎样用小小身躯担起民族国家责任
的关联故事都写入教学计划，为教学中相机植入做好充分准备。 

（三）、前进中“循环反复，螺旋上升” 
小学语文与其他学科还是有区别的，在上述我们提及很多教师

在教学中，特别是在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只注重基础知识的教授，
对于语文的本质属性“工具性与人文性”没有邮寄融合，这显然已
经不适应现在的教育教学活动。在日常教学中，语文知识是工具性
和人文性的重要载体，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融合又是对语文知识的
升华，工具性侧重于知识的应用方面，人文性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人
文情怀，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与幸福。因此，在日常教学，为了将二
者很好地统一，就不能将关注点仅仅放在知识层面的传授上，而是
要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的循环往复过程，建构立体的承载着
情感、价值、情怀……等的网状知识结构体，从而实现“学习力”
的螺旋上升。比如在进行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植物妈妈有
办法》时，教师就要将目标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受“告别、乘、挂、
炸”这些动词给人带来的真实感、生动感上，并将学到的这些词语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境建立联系，在教学中相机激发学生观察了解
植物奥秘的兴趣。不能单单以传授几种植物传播种子的知识及会认
会写一些字或几个动词造句为目标。 

结语： 
总之，小学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本身就是语文学科自带的两种

属性，将二者有机统一，是顺势而为的一种教学策略，也是提高小
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的教学途径之一，在融合过程中，既要突出
工具性，也要兼具人文性，两者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
同一内容中，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而是要全方位统领
两者，让两者同时发力，助力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迈向更高的台阶，
让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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