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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即成功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探索成功教育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实施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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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成就感”概述 
所谓学习成就感，就是指通过改革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

育内容，从而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拥有学习的满足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目
标，达到从渴望成功到主动争取成功的转变，最后真真切切地去
学习语文学科深刻的精神和人文内涵，获得成就的满足感。 

培养语文学习成就感可以增强学生语文学习的自信心，以积
极阳光的心态来面对语文学习，而非遇到挫折或是成绩暂时不理
想就消极地觉得自己不是学习语文的材料，从而对语文学习提不
起兴趣，甚至处于一种排斥状态，这样会更加不利于学生对语文
的学习。 

二、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成就感现状及成因 
中小学阶段是人一生学习的重要阶段。但是，中小学生语文

学习成就感现状却不尽如人意，教师忽视学生的差异，忽视成绩
较不理想的学生的语文学习成就感，学生对语文学习丧失信心，
社会诱惑纷杂，应试教育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弊端。 

1.教师差别看待不同学生，缺乏教学技巧 
教师是教书育人的行业，需要有高尚的师德，但是如今工作

在教育一线的部分教师师德素质并不够高，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
农村学校，许多教师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有的甚至是没
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代课老师，这其中部分教师只是把教师这个行
业当做谋生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热爱教师这个行业，对于学
生的关心很少。他们不了解教师行业所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和人
文精神，对语文教育所要带给学生的价值了解甚少。他们简单干
脆地以与自己职业生涯挂钩的学生成绩作为自己的一切，以不同
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学生，对成绩较好的学生青眼有加，对成绩
较差的学生另眼相看，冷嘲热讽。 

2.学生语文学习自信不强，忽视学习价值 
许多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认识不够，总认为语文学习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语文不容易学好，但由于母语的原因，语文学科也
不会学习得太差。通常语文成绩较差的学生不太获得语文学习成
就感、自信心也比成绩好的学生低，为了获得老师更多的注意，
这些学生通常愿意把精力放在更容易提高成绩的理科学习上，学
生学习通常喜欢有成就感进行激励，而语文学习提供的成就感不

容易被学生所察觉，通过提高其他方面的分数会获得一定的学习
成就感，但是语文学习却更加被忽视了，更别提语文学习方面的
成就感了。 

三、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成就感的培养策略 
语文学习成就感要得到培养，需要教师的引导，社会的帮助，

也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 
1.教师应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语文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要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获得语文

学习成就感，“教师应该给学生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5]古
希腊哲学家、教育学家苏格拉底所建立起来的“产婆术”，也是
以平等对话为前提，老师和同学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讨论，
互相进步。 

教师应与学生建立价值平等的对话关系。教师不能与学生产
生距离感，不应处于高处，自己处在与学生相同的平台上。在课
堂教学的导入部分，可以采用对话导入的方式。例如在课堂教学
《三顾茅庐》中，可以让学生在课前进行故事收集，在导入部分，
可以通过学生对三国演义中刘备、诸葛亮的其他事件的交流讨论
来引出诸葛亮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以至于课文中刘备对诸葛亮求
贤若渴，从而导出三顾茅庐这个故事。在学生的交流讨论中，不
仅可以锻炼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倾听的能力，
同时也让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营
造出一种轻松积极的学习氛围，课堂中教师再对东汉末年，三国
的形势进行渲染，使学生了解到刘备当时处于一种如何危机的时
刻，多么需要诸葛亮的协助。 

2.学生应树立正确的语文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语文学习成就感，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才是语文

学习成功之处。学生学习语文没有成就感，与学生对于语文学习
成功的定位有误有关。《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曾提到：
“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
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四、总结 
语文学习成就感是教师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语文学习，懂得

语文学习所要传达的语文教学目标，从而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之中
所获得的一种成就感。只有正确理解语文学习成就感的内涵，了
解语文学习成就感对于学生自己、教师、社会的价值，并且从多
方面，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成就感，才能使学生在
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美与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
生对语文学习的乐趣，让语文学习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