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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学科作为现代基础教育中的重点学科，具有很

强的人文性和灵活性。让初中生通过语文知识的学习来

培养人文素养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基本发展需求，也是我

们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统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现。

人文素养的教育不仅仅是渗透在语文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精神的洗

礼。阅读教学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课程是语文知识

传播的重要方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素养情怀和气息。

因此，初中语文老师在开展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将人文

素养教育一步步渗透在其中，从而更好地塑造学生的高

尚品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　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作用

分析

人文素养是以真、善、美等核心价值观为原则，包

括正确的审美能力，良好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的精

神文化。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

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知识的

魅力，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以及良好的人格和道德，促

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而初中语文学科在提高学生人

文素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他学科是无法比拟

的，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初中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来培

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提升学生的人格魅力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1]。

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对于学

生初中阶段的人格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初中教育阶段

是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所接受的

教育对于学生人格的形成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在初中

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老师通过阅读教学，不仅要让

学生去完成相应的题，更要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到更多

经典的传统文化与相关文化的经典人物精神。通过丰富

的阅读，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知识的魅力，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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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了解更多名人，老师引领学生

去读懂名人的精神，理解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从

而让学生在初中阶段人格确立的阶段，有老师的正确引

领，去以名人为榜样来标榜自己，塑造正确的人格。

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对于学

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初中现代化教育

中，初中的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更新自己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对语文阅读课程的兴

趣，并且在每一堂课的教学过程中，都会对学生进行阅

读情感的引导，让学生通过阅读之后感受到文章所体现

的情感再加之老师的引导，促进了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

形成。在初中阶段，学生对于一些复杂事物的是非对错

还是很难够辨别的，因此老师通过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一步一步的去引领学生认识到正确

的价值观念，从而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建立起正确的价

值观 [2]。

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对于学生建

立对美的正确认知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语文阅读教学

的过程中，老师会引领学生对于一些美文进行鉴赏和分

析，通过阅读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为学生奠定

一个扎实的文学基础。当学生对大量的文学知识进行阅

读和了解之后，就能够对基本的文化作品有一个鉴赏能

力，深厚的文学底蕴能够让学生对一些美的作品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从而培养初中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

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全初中语文教学中，对于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传统初中，语文教学的

影响下，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课堂的主体，对

于学生的评价也是以最终的学习成绩为主，导致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只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学习，而不是为了

学习而去学习。但是在新课程标准改革的要求下，要求

老师要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在进行学生评价的过程中，

不能延续传统的唯分数论。因此，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在

初中的语文阅读教学中，让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不

仅仅是将分数作为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表现的唯一评判

标准，而是将素质教育作为了教学的重点，并且在阅读

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更加系统性的评判标准来促进学生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

良好的基础，让学生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学到相应的

语文知识，更能够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并让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语文阅读学习的魅力，主动

的去学习，在学生的乐趣，引领下去进行阅读学习，打

破了传统应试教育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提高了初中语文

阅读教学的教学质量，从而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 [3]。

2　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2.1 综合使用阅读教材，引领人文素质教育

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阅读的课本是语文老师开展

教学的基础，里面蕴含了大量的人文素养的学习素材。

教师通过引领学生阅读教材中的课文内容，通过字里行

间来让同学从生活上，知识上和情感上感受其中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字来读懂作者想要表达的各种情感，

以及做身上所蕴含的某种精神品格，从而让学生通过阅

读文章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作者的情感，接受作者良好精

神文化的熏陶，从而促进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 [4]。

例如，在七年级教学的过程中有一个课文叫做《秋

天的怀念》。老师在讲解这一课的时候，需要先让学生对

本文的作者史铁生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老师对史铁生

的生平进行简单的讲解之后，学生会发现他是一名命运

多舛的作家，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自己的双腿，但是他

还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作家。史铁

生不平凡的一生，会激励的同学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迎

难而上。史铁生在面对一次次意外和困境的时候，支撑

他走下去的就是他的母亲。所以老师在学生阅读课文之

前，让学生对作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深入了解，会让学生

更容易理解作者所描述的情感，并且学会让学生知人论

事，带着作家的心理情感去学习他写的这篇文章。当语

文老师引领学生对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之后，可以让学生自行的先阅读这篇文章，勾画出其中

重点的句子，并且从这篇散文的语句中找出作者深埋在

心中的情感，从而体会史铁生在这篇文章中的情感变化

以及诗帖与他母亲那种微妙的情感。文中有很多史铁生

对于母亲那些细腻的描写，体现出了史铁生对于母亲那

温柔似水的爱。当同学们进行了简单的阅读和勾画的重

点词句之后，老师，可以让学生踊跃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分享自己所勾画出来的重点词句，以及这些重点词句中

学生们能够看出使还生哪些情感。当同学们一个一个发

言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对本文的情感以及教学内容进行

一个总结和升华，让同学对散文课文的抒情特色进行一

个了解和规律总结，使得学生在学习同类型的散文时能

够知道如何去阅读。通过这个课文的阅读，是想让同学

们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在同学们以后发展的道路中，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

难，都要去积极的应对，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努力

去战胜自己人生路途中所遇到的挫折与困境，努力活出

自己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2.2 丰富阅读教学内容，挖掘人文素养内涵

在初中语文教学阶段，老师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

更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在这一教学阶段，老师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努力去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课堂。只有老师有良好的教学能力，

才能够引领学生去提高学习能力。同时，在阅读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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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们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文化读本很

难让学生一下子读懂，就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着

丰富的文学涵养，一步一步的让学生去了解经典文书中

的内涵，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

例如，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老师会讲到一课是

《世说新语》两则，教材中选用的是《咏雪》和《陈太

丘与友期》这两个故事。这两篇文章都是通过文言文的

形式展现出来的，围绕了家庭，生活，亲情以及友情展

开来介绍和讲解，文章内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有

利于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做人做事行为。但是相对

于文言文来说，学生不能够很好地了解到这篇课文中所

蕴含的内涵，这就需要老师先引领学生对这篇文章进行

翻译，对于一些特殊的文言文字，老师应该进行重点的

讲解，从而让学生对这两篇文章有一个良好的了解和认

识。当学生对本篇文章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可以

让同学先发表自己对于本篇文章的了解和印象，从而在

老师的引领下，一步一步对文章中的人文理念进行了解

和传授，充分挖掘课文中所蕴含的人文素养。同时，语

文老师在给学生讲授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还要通过内

部向蕴含的文学知识以及一些历史名人进行相应的讲解，

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相

似的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同时，第一篇文章讲解的

是谢道云对于人才的赞赏形式和做法，第二个故事咋讲

的是汉末名士成绩在七岁时就能够对自己父亲的朋友侃

侃而谈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对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学

内涵。同时，教师向学生讲述的《望梅止渴》故事，能

够让学生在初中阶段就为自己的人生发展确立目标，并

且激励着学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前进，努力去提

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而为自己以后的终身学习和终身

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勇往直前，

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在现代技术的帮助

下，老师可以采取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式，利用现代化

的教学工具来将语文阅读课堂变得更加的丰富和有趣危

险，从而让人文素养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能够更加深入的

渗透发展 [5]。

2.3 拓展阅读教学渠道，涵养学生人文素养

在初中学习阶段的学生仍然需要老师的监督，初中

生的自控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因此良好的初中语文阅读

教学质量是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努力打造。在初中语文阅

读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起到引领作用，并且建设一个

良好的阅读教学课堂氛围，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并且积极主动

的开展自我学习。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

能够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主动的去体验在日常生活中的

人文气息，从而让学生在练习写作的过程中，能够提升

自己的人生品格。

例如，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会带领学

生学习朱自清的《背影》这一篇课，在文中描写父亲笨

拙的买橘子背影，体现出了父爱的深沉，将父爱淋漓尽

致的表现出来了。我们中国的孝文化是非常著名，因此，

我们从小就培养学生要孝敬父母，爱护长辈。父母是给

予我们生命的人，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最伟大的人。所以

作为一名初中生，应该对父母心怀感恩。所以老师在带

领学生学习这一课的时候，也要将课文中所体现出来的

人文素养渗透到学生的内心中，转化为学生在现实之中

的感激之情，让他们通过阅读这一课，感受到父爱的伟

大。然后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学生对本文父爱的

了解之后，让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且让学生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是做哪些事情来回报自己的父母，并

且如何去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的。在课后也可以给学生

布置一下作业，让学生以我的父亲为名来写一下父亲是

如何表达他们的爱意的，让学生学会去体会父母在不经

意中对他们展现出来的爱。将学到的人文素养照进学生

生活的现实，这才是语文人文素养教学的最终目标，也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将所学到的情感和知识运用

到现实的生活中。

3　结论

综上所述，将人文素养教学渗透到语文阅读教学中，

有助于学生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塑造初中阶段的良好

人格，并且通过阅读丰富的文学经典让学生去感受到文

学之美，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文学经典的熏陶，提高了

学生综合素质。同时，初中语文阅读学科是，是一门学

生学习中非常基础且重要的作用，将人文素质教学渗透

到语文阅读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老师去创新教学

方式和教学理念，采取更加新颖的教学手段来将人文素

养渗透到语文阅读教学中，发挥语文阅读教学的作用，

利用中华民族的汉字来体现出人文素养的核心，让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字里行间来培养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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