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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付梅菊 

（四川省安岳县永清镇中心小学  642355） 

 
摘要：挖掘语文教学中的生命教育的素材，强化学生生命意识的培养，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是语文教师进行人文教育的一个重点。

作为以创新精神培养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科——小学语文，是培
养学生生命意识的重要学科，课程是生命教育的载体，小学语文课本里

有许多文质兼美的名篇佳作，无不闪烁着生命光泽，体现着生命价值和

意义。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教材，不光注重解题技巧、考题规律的训练，
更要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研读，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进行生命的交流、思

想的对话，通过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来关照自己的生命，潜移默化

地健全个性，提升人格，唤醒自身的生命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践行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育教
学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践行，需要教育
教学具有人文意识，尤其是语文教学，更需要思考语文学科课程
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平时的语文教学注意思考和实践培养学生生
命意识的问题，现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拙于笔端，祈求抛砖引玉。  

一、精心设计导入语 
“好的导语像磁铁，一下子把学生的注意力聚拢起来；好的

导语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能给学生以启迪，催人奋进。”。“课
的第一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激发起他们思维的火花，或像磁
石一样把学生牢牢地吸引住。”之所以把导入语作为渗入生命意
识的重要环节，其一是导入语作为课堂的开头本身所具有的导向
作用，其二是导入语它的语言精炼，基本上概括了教学作品的主
题思想并同时折射出教师自身的经历感悟。因此，通过精心设计
的导入语，往往可以让学生在十分清醒良好的状态下进入生命的
思索阶段，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二、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生命意识需形成学生的贡献意识  
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学生是只求索取不求贡献的。

对家人是这样，对集体是这样，那将来走向社会当然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个教育工作者，对此应当感到可怕，对此也应当感到后
怕。无论是可怕还是后怕都不是教育教学所可取的，比较理想的
当是通过自己的教育教学将这样的可怕和后怕不至于产生。其
实，利用自己的教育教学是完全可以将此得以充分控制的。语文
教学，只要穷尽思维，采取相应策略，是完全可以在建立学生贡
献意识的基础上实现着有效的控制。语文教材的篇篇目目，不是
在宣扬一定的正能量，就是在一定的角度上作者通过对某些社会
现象和局势的愤愤不满而启示着广大的读着，启示着广大的社会
人，产生一定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三、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生命意识需形成学生的创新意识  
语言文化的传承是教育手段表现方式的一种；小学教育是人

性格初成的主要阶段；此时做好学生的语言文化素质培养对于提
升学生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发展
不在单纯的满足于人们享受信息的时效性价值，更多的衍生出了
一种高速度、高效率文化传播的情态，人们不是单纯的了解信息，
而是通过信息及时性的了解事件发生事件发生情态机制，在了解
信息的同时享受信息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个性文化和社会趋势的
快速变迁所带来的感受。与历史文化相对的；有社会文化的普及
性就有社会文化传承的差异性，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每个地方
都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而这些文化的表达令人形成主观
印象；就需要人们具备高素质的文化涵养才能理性的认识到文化
的价值。人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在世界中生活就是自身独立
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域差异化的文化熏陶就
成为了文化矛盾的综合体，可以说生命的存在同时一种文化状态
的存在；每个人具备自身的独立思想就是自身具有的文化特色；
思想与自身所认识的文化感想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文化的衬托；
没有语言感情的抒发；人就不具备自身的特色文化素养；世界就
没有着生命的绚丽多彩。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生命意识的途径  
（一）有效利用教学材料 

小学语文教学材料中包含着众多与生命有关的内容，这些都
是对学生生命意识进行培养的重要资源。所以，教师开展教学的
过程中要挖掘材料内涵，查找和生命有关的内容，并让学生对其
进行有效阅读与学习，增强学生的生命意识。例如，对《你必须
把这条鱼放掉》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提出相应问题，如这句话
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讲的？这句话说出后，获得了什么
结果，等等，然后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反复阅读课文，并回答问题。
学生思考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对生命意义进行思考的过程，这
样就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二）巧妙利用课外阅读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  
课外阅读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阅

读能力，拓宽视野，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而且学生在
进行课外阅读的过程中，能接触到更多的对自然、社会、人生的
有益启示，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意识。同时，课外阅读是
一种能够提升个体精神境界的“体验”，能够为个体树立生命意
识创造条件。 

（三）写作练习中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写作练习就是学生积极展现自己的过程，是对社会、人生进

行思考与感知的过程。所以，在写作练习中，教师可以将生命作
为话题，引导学生对生命展开深入思考。例如，教师可以借助众
多案例引导学生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思考，并进行写作练
习。或者是在对某些与战争相关的课文进行讲解后，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进行相关的人性化思考，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让学生
随时记录自己的感受。还可以让学生对周边的生命状态进行记
录，有效了解生命意识的重要性，扩展学生的生命宽度，增强学
生的生命厚度，提升学生的生命高度，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与发
展。 

（四）实践中感悟生命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不仅需要在课

堂教学中落实，还需要在课外活动、实践过程中引导 学生感悟
生命[2]。大自然是对学生生命意识进行培养的最佳 教材，而活动
与实践是对学生生命意识进行培养的最佳载 体。所以，学生需
要更多地亲近自然、积极参与生命活动，更 好地感悟生命的真
谛，同时还可以亲身体验生命的美好与 困苦，然后将对生命的
感悟和课堂学习有效结合，以增强学 生的生命意识。 

总之：小学阶段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而小学
语 文不仅可以为学生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而且具备较强的 综
合性，是对学生的生命意识进行有效培养的重要科目。所 以，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生命意识的 培养，
充分利用教学材料中的丰富内容，以促进学生的健康 成长与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