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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学如何渗透学生的人格塑造 
◆王  柳 

（广东省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 

 
摘要：语文学科教学要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精神世界的充实和人文素养

的提升，同时，教师还要借人文资源对学生开展品质和人格教育，帮助

学生在文化感知中逐步建立更加积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对此，本
文就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如何渗透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展开了论述，提出

了两点培养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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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情感，驱动行为 
语文学科的魅力在于阅读资源丰富且内涵丰富。当学生对一

篇文章进行阅读时，他们能体验到其情感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并
且随着对其中蕴含情感元素的挖掘，学生会体验到历久弥香的感
动。这种积极的情感将直接驱使着学生的行为，激发学生用积极
的情感主动覆盖不良认知，改变价值观念中的消极面和阴暗面。
愈读，心地愈宽广；愈挖，情感越深厚。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便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深度挖掘其中的情感，以辅助学生获得
更加深刻的感知，最终将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例如，《我的
母亲》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
教师可在新授课之前营造出温馨的亲情氛围，比如播放《烛光里
的妈妈》这一首温暖的歌曲进入教学主题。伴随着音乐的律动，
教师引导学生朗读文章，在朗读中初步建立感知，感觉作者对母
亲丰富而深刻的情感。对于整篇文章教师都可以按照“整体感知
——分部总结——文章细节分析和整体分析”这种总分总的形式
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初读文章过程中，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结合
文章回答：“文章中，作者总共描写了母亲的哪几件事？哪一件
事令你感动，铭记在心？”利用这种引导方式，教师帮助学生熟
悉文章内容，理清文章脉络。随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再次阅读文
章，分析：文章总共可以分为哪几部分？你是按照怎样的方式划
分的？以上问题中，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进行初步的肢解，将整
体划分为部分，概括性地分析文章内容。最终，教师引导学生再
对文章的细节进行分析，说出作者在对文章的描写中，哪部分的
描写最令自己动容。学生从略读文章到最终的细节分析和品鉴过
程，都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浓浓爱意，温润而深刻的亲情让
学生动容。此时，教师指导学生将视角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中，联
系生活实际，思考：文章中是作者对自己母亲的描写，结合你自
己的生活，母亲的形象是怎样的？母亲做过哪些事情最令你动
容、感动呢？教师的提醒，让学生开始审视自己和自己的亲情，
反思着自己的行为。此刻，教师引导学生：母亲的爱是伟大的，
自我们出生以来，母亲细致入微的照拂和时刻的关怀，才让我如
此幸福地生活着。那么，反思我们的生活，是否还有哪些不足？
我们对母亲的情感，是否也能像母亲对我们的照拂一般如此体贴
而细致呢？问题设置后，学生检讨着自己行为中的不足，阅读中

的这种浓厚情感和心境走进学生的实际生活，在情感的驱动下，
学生在生活中将会以更加体贴和孝敬的行为回报母亲，学生的人
格也在亲情的力量下而变得更加健全。 

二、培养技巧，提升美感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阅读中积累的情感可以让他陶醉不已，

同时学生在阅读中感知到的美的元素，更能令他心驰神往，痴迷
于阅读。阅读中的美感，让学生变得更加敏锐、敏感；阅读中美
的体验，让学生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所以，教师在教学中
要向学生传授感受美的技巧，为学生佩戴上发现美的眼睛，让学
生学会捕捉美感，体验生活中的美与和谐，从而促进学生人格的
完善。例如，在《故都的秋》教学时，为了学生更加直观地体验
作者笔下的秋天，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描写
的故都的秋的？给我们呈现了哪几幅秋景图？请你概括并解释。
这一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概括本篇文章中所描绘的秋景院落、
秋槐落蕊、秋蝉残鸣、秋雨话凉、秋日硕果等景象，利用以上秋
景图，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同时作者通过
描述引导学生将其主动演绎成为丰富的图画图景，此情此景浮现
在学生的眼前，让学生在把握文章技巧的同时，提升美的体验。
此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赏析，引导学生
统计：文章中对于秋天的色彩都采用了哪些词汇进行描写？以上
色彩的描写都有什么共同特征？这种色彩的描写方式，实际上是
在向我们传达怎样的信息？整个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引导学生概
括总结还是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细节分析，都让学生从整体
把握和细节分析的角度获得了美的体验。“故都的秋”，看似普通，
但是在作者的眼里、在作者的笔下，却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当
学生把握了一定的文章分析技巧和方法后，学生对文章美的体验
随之增强，学生将会更加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对生活中美的景
象的发现和感知能力更强，学生的人格发展也就更加积极健全。 

总结 
中职学生的品德和习惯发展参差不齐，此阶段的学生更需要

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品质的优化。对此，教师便可以通
过挖掘情感和培养技巧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情
感和深刻的美的体验中获得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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