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9 期） 

111  

教育科研

“理”与“情”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表现 
◆江鲜花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雨山中心小学） 

 
摘要：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发展迅速，为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课是九

年义务教育中的基础，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学校本身的发展有关，

而且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理”与“情”的道

德教育在小学语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了对“理”

与“情”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具体表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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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和“情”的概述 
通常来讲，理是普通人约定俗成的基本道德底线。情是相处

过程中，能体察到的真心。对于小学语文的教学来说，语文教学
过程不仅是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不仅是探索文章作者
有何思想观念的过程，它也是带领学生们感受、领悟情感的过程。 

二、“理”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表现 
2.1 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教师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理”是“情”的基础，在新课改

要求的德育中要对学生“晓之以理”，从提高学生的道德理解入
手，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这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首要任务。这
也是学生道德和思想品质形成的基础，是非观念提高了学生的道
德认识，逐步培养了学生的道德观念，提高他们辨别善恶，美丑
的能力。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对于道德的认识往往有许多错误
和混乱的概念，对于这些错误的认知，语文老师在其中就充当了
引导者的角色，老师应该从学生的认识能力入手，从最简单到复
杂，引导学生分析自己周围发生的言行和事情，让他们明白一些
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2.2 培养健全的人格 
新课程的学生观强调以人为本，很大程度上要求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并积极倡导尊重教学方法中的个体差异。根据小
学生的认知水平科学的分为了四个阶段，对此小学语文的教育也
应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小学低年级，认字是重点，更多的是认识
字而不是大量的写字，在少量的写字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写字姿
势和习惯，避免不良习惯的出现，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年级是由具体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时期，在低年级要求
的认字写字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强阅读，多读书，读好书，好读
书，同时也要培养学生更多的兴趣，而不能一味的追求学习而丧
失了自我。高年级是努力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阶段，特别重视学
生的积累和背诵，积极准备升学考试。根据这些年龄段的特点，
语文教育应该帮助学生提高认知能力，并根据他们在闲暇时间的
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个人特长，而且要积极监督和指导学生的道
德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情”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表现 
情感教育不仅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语文教学目

标的一种手段。在我国小学语文教材书的大量作品中，每篇文章
都充满了作者的感情，浓缩了作者的情感于短短的文字之中。因
此，教师在阅读教学的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情感教育，以达到“学
文”“悟道”的目的，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所以，教学中的情
感语言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在师生之间形成和谐的交流状态。情感
教育有一种吸引力，不仅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还能激发学生
的情感，使之与教师、教材的内容产生共鸣，达到和谐的状态，
可以让学生从书中感受知识，文字中的情感作用于学生的感官，
更冲击了学生的心灵。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学校里的学习不是
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
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语文学科的人性和感性决定

了语文教师应该努力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和
氛围。而语文教学中的“情”主要表现在： 

3.1 语文教师的倾情投入 
在教学中，教师要利用作品本身的情感同时施以精湛的教学

艺术，在教学中触动学生的内心。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教材，理
解和体会作者在文中所暗藏的真实感受，并运用文章本身的深度
去感化学生；另一方面，老师在讲课时要倾情投入，唤起学生的
积极情感。教师的这种倾情投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教
学设计中首先要以文章本身所表达的情感打动学生的内心，之后
再以这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去学习文章。例如在教学朱自清的《背
影》时，作者连续三次使用“终于”来描述父亲送“我”上车的
场景，此时老师就可以让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让学生根
据语境来揣摩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引导学生明白这样写可以表现
出父亲对儿子不善表达出的关心，体现出了浓厚的父爱。老师此
时就可以启发学生结合自身的情况试想：朱自清先生在文中对父
亲的印象和我们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有没有相似之处？和自己的
区别在哪？这样，把情感逐渐从课本中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就可以
增强学生对家长的敬爱之情，这样产生的一种特定感受，毫无疑
问能激起学生情感的火花。 

当然，在语文课上，光是这些还不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始终重视调节课堂的情绪氛围，使学生随课文的情景变化
和不断的深入学习而同课文悲喜，从而达到课堂教学的最佳境
界。 

3.2 倾注爱心，撒播师爱 
语文的教学似乎容易，我们生下来就学的汉语，语文也是专

门教授汉语的，我们似乎生来就会语文，但其实语文是一门难教
又难学的课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好的，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跟
上老师的教授节奏，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形成语文素
养，有许多跟不上学习节奏的学生一提到语文就头疼，成绩也始
终上不去。根据这种现象，教师就要在教学过程中用自己的热情，
针对一些基础较差的、对语文不感兴趣的学生以及调皮捣蛋的学
生等，用爱拥抱他们，对每一位学生都要公平对待，充分尊重和
信任学生。教师一定要避免歧视学生，要有十足的耐心，细心地
发现每位学生身上不同的闪光点，肯定闪光点，正确的引导不足
之处，让自己成为学生最坚实的靠山。 

结语 
总而言之，“情”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主要表现在对阅

读情感的丰富理解，对作者感情的深刻体会，以及教师用爱心，
耐心和细心关心理解每一位同学上；“理”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
中，体现在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是非
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出人格
健全的学生，使学生的成长得到综合的发展。通过研究“情”和
“理”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研究我发现，此后，不仅仅是小
学语文这一学科，而是所有学科，都要在坚持道德教育中继续加
强“理”与“情”在教学中的运用，这将使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
更快更好，更有利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马淑俏.“理”与“情”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表现[J].

新课程(小学),2018(07):221. 
[2]朱青.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与方法[D].上海师

范大学,2011. 
[3]张继菊.在语文教学中以情育德：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

透的几点感悟［J］.新课程（小学），2015，22（12）：
5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