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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语文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吴智慧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港小学  湖南岳阳  414000） 

 
摘要：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强调对学生人文素

养的培育，在教育互动中，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经久不衰的语文智慧，

重视对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启蒙，开创出轻松自由的空间，让学生在语

文的视域中积极的展开联想，大胆的进行质疑，进而从不同的视角感受

语文的魅力，人文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衔接学生

的思维习惯，让学生从基础的语文认知出发，形成对语文深刻内涵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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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文素养主要指学生精神层面的素质要求，是在语文
基础的夯实下，通过对学生精神层面的引导，而促使他们更加积
极向上，以进取心求知，以积极的心态去思考的过程，人文素养
的培育需要教师在授课中，由浅入深的体现出语文的内涵知识
点，让学生对语文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力，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语
文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文感知与认知能力，促使学生在语文
的文化熏陶下茁壮成长。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通过以下集中途径来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 

1.深入挖掘，传承经典 
我国的语文教材中融入了较多的精神文化知识，能够帮助学

生从阅读中汲取更多的语言智慧，教师可挖掘教材中隐含的知识
信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熏陶，我国的历史文化较为丰富，
可渗透有关的历史故事、情境信息、背景资料等，通过一些传统
文化的融合，让学生在语文的知识累积中，潜移默化的形成语文
的文化素养。例如：一些较为经典的名言警句、谚语俗语、传统
的节日想法、古诗词等，教师应改变死记硬背的任务布置形式，
让学生对于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可播放近期开展的“诗词大会”
等视频，让学生也尝试代入情感，提出自己的理解意见，在交流
互动的过程中讲究语言的应用艺术，让学生在如沐春风的过程
中，感受语文的韵味。 

2.增强实践，展开互动 
语文的人文素养培育可通过实践来实现，打破课堂上的空间

限制，学生走进语文的情境视域中，通过实践深刻的感悟语文的
真知灼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各项听说读写能力，教师可
在实践过程中，营造出自主空间，让学生能够自主的参与知识的
讨论，畅所欲言的进行互动启示，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组织一定的
早间语文朗诵活动，如果条件容许，可以亲自领读或者让朗诵技
巧比较好的学生进行领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够提升小学生
的人文素养也能够起到提升小学生朗读水平的作用。此外，小学
语文教师可以在班级内部或者年级内部开展一定范围的小学语
文比赛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小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
性，起到激励小学生自主学习、不断自我探索的作用。可以首先
在每个班级内部开展小学语文书画比赛、故事讲演比赛及作文大
赛等，这对于营造提升小学生人文素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能够
让小学生在学习语文相关知识的过程当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
养。同时，在组织相关活动的过程当中，教师可以请一些较为著
名的人士到活动的现场进行现场的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讲座等，并
对学习相关的参赛作品进行全面的评析，不断提升小学语文人文
素养培养环境的整体质量。  

3.反复诵读，加深理解  
所谓的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即通过语文课程在培养学

生理论知识的同时，做到实践能力的提高。而针对语文教学中的
“听、说、读、写”四大要求中，“读”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最
为关键的一个因素。例如，在小学语文教材《雪孩子》一课中，
通过教师的范读能够较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首先了解
文章的大致内容，并随之产生一定的疑惑，如雪孩子是怎么出现
的？雪孩子没有脚靠什么动的呢？为什么雪孩子有和我们不一
样的红鼻子呢？但这些问题还没有切入课文的重点，是学生由于

年龄较小好奇爱玩的天性驱使其提出的问题。而教师不应当直接
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学生自我进行对文章的阅读，通过反复的阅
读学生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学生通过有效的阅读与
思考，得出了结论：因为文章的开头已经提及，此时的天气已经
下了一天一夜大雪，有了雪孩子们自然能够堆雪人。而由于文章
是一篇童话故事，在童话的笔下雪孩子会动只是虚构的。而学生
通过课文的配图，不难发现雪孩子的鼻子是用胡萝卜替代的，所
以它的鼻子是红色的。学生通过有效的阅读与深入的思考，不仅
解决了先前的问题，更在进一步的阅读中发现了新的疑惑。教师
仍然不急于解答，应当鼓励学生再次深入阅读文章，自我寻找答
案并讨论分析，当最后仍然没有解决的时候，再由教师帮助学生
理解内容。  

4.创设情境，陶冶情操 
语文核心素养涉及四个方面，语言，思维，文化，审美。语

言是核心中的核心，语文中的思维是语言的思维，是由语言活动，
语言作品体现的；语文中的文化应该是语言的文化，是由语言和
言语所承载体现的；语文中的审美，也应该是语言的审美，他是
区别于音乐，美术，建筑的，是语言的艺术。老师在课堂实践的
探索中应该关注文本语言的品读，力求在语言品读的过程中发展
学生的思维。除了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活跃课堂气氛，渗透人文
关怀的方式外，还要学会创设情境，陶冶人文情操。众所周知，
小学语文的内容一般都是记叙文或者说明文，如果只是单纯的简
述，相信并不能达到培养人文素质的目的，所以，创设情境是非
常好的选择。例如，在学习龟兔赛跑时，如果教师让学生分角色
表演，然后再让参加表演的学生总结心得体会，那么，就会让文
章寓意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 

5.构建评价，提高认知 
为了让人文素养进一步得到提高，学校可以构建发展评价，

把小学语文的教学按评比的方式进行。例如，期末或者期中考试
中，可以不光以成绩做评比，而是把课堂气氛或者学生的综合素
质作为评比标准，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升人文情操，语文的教学
也会更加丰富。 

6.课外拓展，丰富内蕴 
鼓励学生体验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更好拓展

学生的思维与视野，教师也需要积极走出课堂，在课余生活中鼓
励学生多投入体验，从生活出发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
践，力争更为自然有序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例如，教师
可组织学生就课文内容编排一定的课文短剧，并在课程中向广大
师生表演。又如，针对课文中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也可组织其开
展小小辩论赛，以期更好帮助学生深入思考。通过丰富的课余活
动，能够更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实践之中张扬个性、表
达情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只有切实为学生创造表现自我、
表达情感的舞台，才能更好帮助每一位学生寻找自身学习过程中
的价值，并获得学习的兴趣与自信心，更好吸收有价值和有意义
的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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