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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知识本身蕴含了厚重的人文理念，因此客观上体现

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日常教学的重要意义。具体在语文学科的日
常教学领域中，师生需要共同感受语文学科蕴含的人文素养与人
文理念内涵，进而达到提升小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效果。在此前
提下，关于语文学科教学全面推行立德树人的宗旨与理念应当秉
持如下的教学改进要点： 

（一）将立德树人思路贯穿于语文阅读教学 
对于小学语文学科而言，语文阅读课文多数都包含了人文教

育的主旨，因此师生需要做到深入挖掘课文内涵，确保小学生在
深入探索课文内涵的实践中能够受到强烈的人文情感感染，进而
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养。目前在推行立德树人的学科教学思路基
础上，对于现阶段的阅读教学应当增添全新的教学内涵，不再局
限于简单解析语文课文的表层内容[6]。 

并且在阅读课上，教师还要运用热情鼓励的方式来激发同学
们的阅读兴趣。教师首先需要将全班小学生分成各个相应的学习
组，然后要求各组的同学们分别探究特定的阅读课文主旨与课文
内涵。通过推行分组探究的方式，小学生对于自身具备的自主探
究兴趣将会予以全面的调动，避免陷入僵化的语文阅读课堂，从
而确保体现最佳的阅读教学实效性。 

例如针对《西风胡杨》这篇阅读课文在进行深入学习时，教
师可以首先为小学生讲授该课文的特定创作背景，进而要求各个
学习组的小学生对此展开深入的课文探析，了解胡杨的特点及作
者对胡杨的深情赞美，理解作者对胡杨命运的同情以及自主积极
的环境保护意识。经过详细的分组探究之后，师生就可以分享各
学习组的体会与感受，确保达到让小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以及热
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良好人文情感。 

（二）将立德树人思路贯穿于语文写作教学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很多小学生仍然表现出惧怕或者厌烦语

文作文的心理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小学生未能做到迅速体会作
文题目的相关要求，并且无法做到将现有的作文题目迁移至自身
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为了切实转变小学作文教学现有的教学状
态，那么核心措施就在于紧密结合立德树人的作文教学思路。具
体在开展作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应当突显生活化的作文教学宗
旨，避免脱离小学生自身拥有的真实生活体验。 

例如针对感恩父母的语文作文主题在进行构思时，教师应当
引导小学生联想自身在平日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接受父母关爱
的细节片段，并且体会父母对于自身的呵护与关怀。小学生经过
回忆与联想，应当能够深切感受到感恩父母的内涵，同时也能做
到将人文情感渗透于作文创作中[7]。因此相比于枯燥与僵化的语
文作文构思方式而言，建立在真实生活体验之上的作文教学模式
能够达到更好的整体教学效果。 

（三）在语文课外实践中体现立德树人的宗旨 
语文学科本身具备显著的实践特征，现阶段的语文教学如果

要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那么必须建立在关注语文课外实践的前
提下。具体针对课外实践环节的语文教学来讲，教师应当善于引
导小学生运用课余时间来延伸语文学习视野，并且教师对于课外
延伸的语文学习实践也应当给予全面的辅助。在师生紧密配合的
前提下，小学生就可以逐渐感受到语文课外实践蕴含的趣味性，
进而表现出发自内心喜爱语文学习的情感倾向。 

例如针对课外阅读的重要实践环节而言，教师应当为小学生
筛选适合同学们开展课外阅读的优秀语文读物，如《安徒生童
话》、《爱的教育》、《法布尔的昆虫记》等，并且要求小学生书写
课外阅读笔记，尝试学会摘抄优美的词句与语段。此外，教师还
可以将某些优秀影片推荐给小学生，如《狮子王》、《木偶奇遇记》、

《小兵张嘎》等，以供同学们进行课外欣赏并且分享体会与心得。
小学生通过观看优秀影片，应当能够激发强烈的人文情感，在激
发感情共鸣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道德素养与人文素养。 

改进与优化现有的语文教学模式不能够缺少立德树人的基
本思路作为支撑。同时，语文教学不应停留于浅层次的应试教学
方式，而是需要做到深刻体察语文学科蕴含的人文教育内涵。立
德树人的语文教学宗旨应当蕴含于语文写作、语文阅读以及语文
学科的实践教学，确保达到提升小学生基本人文素养的效果。目
前在推行语文学科教改的实践领域中，师生都应当认识到立德树
人对于小学生未来发展以及自身健康成长的必要性，据此达到改
进语文授课模式的目标，提升小学生具备的综合人文素养。 

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立德树人的教改思路应当贯穿于现阶段的小

学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教学与小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之间具有内
在联系，因此语文教学应当能够达到塑造小学生优良品格的实践
目标。在目前的现状下，各地学校都在逐步推行立德树人的全新
语文学科教学思路，并且相应的语文教学模式也体现为多样化。
具体在施行立德树人的语文学科教学领域中，核心措施在于运用
生活化的方式来激发小学生兴趣，从而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实现
小学生整体人文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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