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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底蕴培养策略研究 
梁玉霞 

（广西玉林市北流市实验中学  广西玉林  537400）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高中语文教学更加注重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教书育人，育人为先，作为语文教师，在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同时，更要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文品行，使其以崇高的品质、完美的人格、健康的心灵来
服务与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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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是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

对于高中生来说，其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都需要

一定的人文素养培养引导。当今社会信息高速发展、速食文化盛行，

部分学生急功近利、安逸享乐，价值观扭曲，做出伤害自己、危害

社会的事情。因此，高中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十分关键。本文就高中

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相应的

教学建议。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作为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之一的人文底蕴到底是什么呢？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人文底蕴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人文

领域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基本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

人文底蕴，说到底其实就是人文素质，而人文素质的培养离不开人

文教育。 

虽然高中生的成长已经经历了蜕变。但是，从另一个层次上来

说，高中生毕竟未经世事，对于规则等了解认识较为浅薄，对于考

试、学习、素养培育等稍显稚嫩，其虽然能够懂得了一些事情，但

是在理解的彻底性方面仍然还存在一些欠缺，这也是部分中高中生

意志和情感相对比较脆弱的原因之一。因此，对高中生开展人文素

养的培养，不仅仅是帮助其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引导

其掌握正确的行为处事的方式认知，获得更为系统全面的素质培育

引导，促进其全面提升和发展，为学生的未来成长、就业工作等奠

基。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人文素养的实践探索 
（一）创造和谐的人文校园环境 

校园是育人的主要影响环境因素之一，应该充分发挥“育人”

的价值意义，以优美的物态人文环境和充满人文素养的陈设规划，

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 

环境对人的影响，本身就是潜在的，同时也具有潜移默化的长

效性。从形式上看，人文校园环境的建设没有明确的教育者，也没

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但是，其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受教育者的身心、

思想、行为，能够在受教育者自己并未察觉的情形下，实现“润物

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例如，有的校园会张贴历史名人名言，如“业

精于勤，荒于嬉”、“心灵中的黑暗必须用知识来驱除”、“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有如树立孔子雕像、构

建红色文化学习宣传栏等等，都是塑造人文素养校园环境的重要手

段。 

（二）提高高中语文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 

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来说，教师的个人人文素养高低也十分关

键。高中生虽然身心、心智、思想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了，

也用有一定的个人思想，但是由于其阅历相对来说仍旧比较浅显，

对教材内容、教学形式以及教学内容所负载的人文精神内涵等理解

可能并不如经验深厚的教师来得更加深刻，也更加依赖于教师的传

授引导。因此，教师在语文课程教学引导中，需要借助自身的人文

素养，去挖掘教材中的潜在价值意义，有意识地渗透人文素养内涵，

引领学生的精神思想发展，和学生一起共创、共享“精神盛宴”。 

如在学习《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课的时候，学生其实

对于课文的背景并不了解。对于蔡元培这个人物，可能也就仅仅知

道其一些简单的事迹。只知道蔡元培是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

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对其人物生平、文章历史背景等了解不够深

刻，更不知道蔡元培这篇演讲稿的意义所在。对于演讲中所提出的

三点要求，很多学生并未深刻理解其中含义，更不理解在那个动荡

不安的年代，教育之于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学生们在理解蔡元培

提出这三点要求背后的历史意义，要知道，在蔡元培的手中，北大

从一个陈腐的封建学堂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从

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变为了全国进步青年的培养基地，北大

的地位不言而喻，蔡元培作为这样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其价值所高、

精神之可贵、贡献之伟大可见一斑。教师对于本课内涵的引领，必

须要结合北大的时代背景，结合时代教育的背景，引导学生深入其

教育要求内涵，深刻领悟其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与高远价值。 

（三）深度挖掘教材的人文意蕴，构建充满人文底蕴的语文课

堂 

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教材是基础载体，课堂是基础平台，这二

者之间，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语文课堂。因此，在人文底蕴的渗

透培养目标中，语文教师必须要关注课堂的发展，以教材为基础，

挖掘教材中的人文底蕴内涵，利用教材中的人文元素，来巧妙组合

规划，构建人文课堂。 

如在阅读教学中挖掘阅读课文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的人文素

养、人文情趣……如《孔雀东南飞》、《烛之武退秦师》、《雷雨》（曹

禺）、《装在套子里的人》……纵观这些课文内容，可以发现，其与

其文本创作的现实背景、国家环境、生活状态（语言、服饰、文化、

饮食……）、思想文化潮流、艺术特色等离不开关系。教师就可以

挖掘其中的人文内涵，在训练学生阅读的时候，抓住课文主题和中

心思想，巧妙地利用时机，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的优良品质或者值

得学习的精神内涵等，借助教材中得天独厚的育人素材，培养学生

的人文素养。如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人问素养培养的

负面例子，他害怕出乱子、性格孤僻、胆小怕事、顽固僵化、维护

旧事物……这么一个让大家"透不出气"的人物形象，学生在这个反

面案例中也会联系自己的实际行为思想，进行自我反思，通过课文

的阅读思考，引领学生的自我意识的成长，也是语文教学中人文素

养渗透的重要一部分。 

三、总结 
相比初中生来说，高中生更加成熟，学习思维也更加体系化，

个性也逐渐稳定，其学习和身心成长也逐渐趋于稳定。在此前提下，

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要在弥补文化素养教育的不足的角度展开培

养工作，力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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