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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材所体现的生态价值观研究 
◆战文锐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教育

的必然趋势，生态价值观的形成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环节。语文

学科作为义务教育中的基础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语文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主要载体，蕴涵有丰富的生态文化内容，

为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本文对初中语文教材

中蕴涵生态价值观的课文及单元活动与练习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为在语

文教学中培养初中生的生态价值观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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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变得尤为重
要，初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价
值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学校的教育依赖课堂，语文课程是
初中学生的基础课程，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尊重自然、热爱自
然、保护自然的情感，对增强初中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具
有重要作用。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当注重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利用丰富的语文教材资源，帮助
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一、初中语文教材体现的生态价值观内容 
生态价值观的内涵是指：“人们对生态和环境在人类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中所起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的总的看法”。 
现行版本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共分为 6 册，在教材中，课

内阅读篇目共 186 篇，与生态观相关的文章共计有 44 篇，占总
篇数的 23.6%。除此之外，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还有单独列出
的综合性学习的主题——倡导低碳生活，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
关。 

初中语文教材中蕴涵生态价值观的课文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然风光的赞美的篇目。这一类型的文章在反映

生态观的课文中数量较高，占到总数的 61.4%。包括的课文有：
《春》、《济南的冬天》、《雨的四季》、《观沧海》、《闻王昌龄左迁
龙标遥有此寄》、《次北固山下》、《天净沙•秋思》、《咏雪》、《三
峡》、《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与朱元思书》、《野望》、
《黄鹤楼》、《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小石
潭记》、《壶口瀑布》、《在长江源头各拉丹东》、《登勃朗峰》、《一
滴水经过丽江》、《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湖心亭看雪》、《溜
索》、《蒲柳人家》。这一类的课文涉及体裁较广，包含有诗歌、
散文、游记等文体，反映出由古至今，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大自然
的热爱之情。在此类文章中，中国的自然景物之美被作家加以艺
术的手段展现出来，可以使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同时感悟大自然之
美，从而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热爱之情。 

第二类是描写人与自然相处的篇目。包括的课文有《猫》、
《动物笑谈》、《狼》、《蝉》。这类课文中，作者通过记录与动物
相关的故事，表现了和动物相处的不同模式。在从古至今人们对
待动物的态度的对比中，引发学生对如何与自然界中动物相处的
思考，从而使学生能够形成爱护动物的心理，做到与动物和谐相
处。 

第三类是探索科学的篇目。包括有《大自然的语言》、《恐龙
无处不有》、《被压扁的沙子》、《大雁归来》、《时间的脚印》五篇
课文。此类文章，教材中所选择的体裁皆为说明文。五个篇目向
学生介绍了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在学生探索科学的同时，引导
学生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激发学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 

第四类是探索生命意义的篇目。包括的课文有《散步》、《植
树的牧羊人》、《紫藤萝瀑布》、《一棵小桃树》、《白杨礼赞》、《我
看》、《论教养》、《海燕》几篇文章。此类文章中，作者或从一种
生物的特有品质中获得启发，或从欣赏自然界的景色中获得对人
生有益的启迪，或赞颂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此

类篇目，产生对生物优秀品质的肯定和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使学
生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 

除此之外，八年级下册的教材中，有主题为倡导低碳生活的
综合性学习。在此部分，教材中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宣传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的理念”的
活动。教材不仅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还是影响学生形成正确
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过这部分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生态知识
的了解不仅局限于书本形式，更引导学生走向现实生活，在实践
中深化对生态价值观的理解。 

二、初中语文教材所体现的生态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一）体现生态价值观的文章文体种类较少 
在目前的人教版教材中，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文章文体多

以写景散文和说明文为主，缺乏文体的多样性。在课文的篇目中，
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议论文和演讲稿一类的说服力强的文章，缺乏
对学生形成正确生态价值观的强力指引。 

（二）体现生态价值观的文章内容主题不鲜明 
在已有的反映生态价值观的课文中，大都是对美好自然景色

的描写以及对大自然现象等知识的普及，缺乏对当今社会面临的
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温室效应等问题的呈现。容易导致学生缺
乏对当今生态环境恶化现状的了解，盲目沉溺于对自然美景的欣
赏之中，不利于学生形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三、完善初中语文教材生态价值观的对策 
（一）教师合理利用初中语文教材 
1.多元解读文本，挖掘生态价值 
教材中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在解读文本时要突破原有的

固定框架，挖掘文章的丰富内涵。在初中课本中，有很多课文的
全文或者片段都反映了作者一定的生态观念，教师可以充分利用
这类资源，对学生进行生态价值观教育。举以下四篇课文为例： 

《春》这篇课文中，作者充分利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方法，
巧妙地将自然景色变得生动鲜活，为生态教学提供了可以挖掘的
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春》这篇课文时，可以查找
与春景相关的资料，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采用视频或者图片的
方式向学生自然之美。当学生沉溺于春景之美时，教师进行适当
引导，鼓励学生体验生活，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意识。 

《大自然的语言》一文中，作者将自然现象和科学知识写入
文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自然现象与人类的关系，向学
生普及基本的自然知识，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激发学生科学
研究兴趣的同时，使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从而使学生
保持对自然的好奇，鼓励学生去探寻自然，保护自然。 

狼这种生物看似与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但仍然可以给予学
生有益的启发。在蒲松龄创作的《狼》一文中，人类通过自己的
智慧战胜了狼。这种精神在古代社会往往受到推崇，但在如今的
社会中，狼已经成为了重点的保护动物，是否仍然应该提倡这种
行为？教师可以通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启发学生的思考。 后，
教师应该适当给予总结，如果仍然大肆宣传杀害狼，在一定程度
上违反了法律，不利于生态平衡，从而激发学生保护生态多样性
的热情。 

《散步》一文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这南方初春的田野，
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绿芽也密
了；田野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使人想起一样东西
——生命。作者由眼前生机勃勃的景物而联想到生命的美好，通
过景物描写，获得了人生的感悟。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发现蕴涵在自然景物中的昂扬生机，启发学生关爱自
然，体会生命的美好。 

2.合理利用插图，激发学习兴趣 
在新版的教材中，课文中的插图内容十分丰富。与文字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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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往往可以第一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传递信息更为简捷直
接。初中语文教材中蕴涵着多类与生态相关的图片，包括自然风
光图、动物形象图、科学探索图、人文景观图和生活场景图。在
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插图进行讲解，简单直接的向学生指出生
态环境的美妙之处和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3.关注生态现状，鼓励学生写作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在对学生进行

写作练习时，可以增加保护生态为主题的写作。通过写作的方式，
使学生在写作的准备过程中，积极查阅相关资料，将生态环境教
育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 

（二）补充与生态价值观相关的课文文体 
文学的文体具有多样性，每一种文体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对

作者表达自己情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目前的语文教材中，对
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养多依赖于描写自然景物的篇目中蕴涵的
生态价值观，这类文章多以诗歌、散文、游记为主，缺乏文体多
样性，在教材编写中，可以补充更多的文体。议论文具有明确的
观点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可以在议论文单元加入与生态保护内容
相关的文章。使学生在阅读课文，学习作家如何表达自己观点的
同时，体会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自觉的投入到行动中。演讲稿
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在选取演讲稿类文章时可以选取与生态相关
的主题，使学生在学习演讲稿写作的同时，受到作家作品的感染，
将生态价值观内化于心。 

（三） 发符合实际的校本教材 
语文教材的课文容量是有限的，由于语文教材要求内容的丰

富性，语文教材的课文内容不能全部用来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
观。教材中所选取的与生态观相关的内容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每
个地区都具有各个地区独特的环境状况，各个学校可以依据当地
生态环境情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文学作品进入到校本教材中，
使学生通过对周围生态的了解，从而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有更加
直观的感受，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 

（四）增加实践环节，倡导学生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初中阶段是学生认识世界、感悟世界，形成自己独特价值观

的关键时期。在培养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注重理论与实
践的融合。在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内容出现
在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综合性学习中，在其他年级的课本中并
没有涉及，这种编排不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构建生态价值观。语
文教材可以在七年级和九年级的课本中加入调查家乡生态环境
现状、参与环境保护的志愿活动等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教材的引
导作用，使学生在每个学年都能够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中
来。随着年级的增长，在实践中对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引导应该逐
渐深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发展战略任务之一，青少年是祖国的
希望和未来，对初中学生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语
文学科具有极强的人文性质，语文教育的性质要求语文教育“不
能忽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使他们形成健康、高尚、完整的人
格，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语文课堂上，
教师应充分利用语文教材资源，培养学生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
观念，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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