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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树立小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刘  瑛 

（山东省高密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摘要：每个世纪都有着自己教育的独特理念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主题，

而 21 世纪学校教育德育为先。本篇文章立足于学生正处于人生观的初级

发展阶段，要想让学生能够形成符合世界发展符合人生规律的人生观，

就需要小学教师抓住学生成长特点，用科学的方式进行领导，促进学生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本篇文章着重研究，小学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树立科

学的人生观。整篇文章也许仍然存在不足，但仍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

进相关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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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正确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一个人关于人生的看法，他是一个人世界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够抱有对于人生目的和
人生终极意义的正确态度来树立人生目标，毕竟只有正确的人生
目标才能够指引人们走上丰富多彩的道路，才能让人们享受，自
己的人生。 

学生的人生观学习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
内容。比如在大学阶段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对于小学
生来说，则应该引导小学生认识人与社会、自然的基本关系。小
学生应该有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认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依存于
社会而存在。促进学生道德认识的内化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并
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是小学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生
也需要，和同学和家人和老师进行沟通，自己的人生观也应该符
合社会的发展要求，符合我们的道德需要。 

二、小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的重要性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人生目标决定人生前进的方向，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途

径。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只有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引领我们走向
正确的道路。对于人生意志坚定的人来说，人生目标将会是他是
未来前进路上的指明灯，他将会一直跟随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持续
前行。而对于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来说，人生目标更是一种督促的
作用，他督促着人们不断前行，让人们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仍然
保持着自己的本心，警醒了他自己，朝着自己 初的目标前进。 

2、有利于健康的心理发展 
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利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于是才能对于周围的世界和周围的社会关系抱有
一种健康的态度来评判和看待。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有
时候仅仅只是在成年人眼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却
是让他排斥上学才是学习的开始，如果处理不好，孩子就会，逐
渐产生畸形的心理，这样一来一方面孩子日后，无法长成国家栋

梁，另一方面畸形的心理也会让孩子度过十分痛苦的一生。所以
我们应该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助于帮助小学生提升自己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大学士有一句话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多么正气凛然的话！体现的是一代书生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应该从小就培养学生的这种使命感，让小学
生即使是从很小的年纪也可以知道自己是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所需要的，这有利于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树立小学生的正确人生观 
1、加强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的落实 
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的实行，并对于课程

内容和课程目标进行科学的规划。只有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
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建立合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够逐步让学
生自己形成正确人生观。 

2、通过举办课题爱国主义教学活动 
小学生的人生观形成不仅仅是需要课堂引导，还需要许多课

外活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学校中有意识地举办相关
的爱国主义的课题的教学活动或者是课外活动。调动小学生的眼
耳鼻喉口，五位一体让学生体会到什么是人生观？以及爱国主义
在人生观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3、通过多媒体教学模式提升小学生人生观的树立 
21 世纪科技革命让许多的活动方式受到了提高，而这其中

就包括了教学活动。多媒体的发展以及现在社会中科技的进步都
让小学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教学体验。这样的教学体验能够
用一种活泼又多元的方式促进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效果会
很好。 

4、提升教学老师的师德教育 
教师的师德将会影响一代学生，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教师的

培养活动，促进教师形成终身学习终身教学的教学理念和学习理
念。通过提升老师的师德水平和教学素养，来让学生耳濡目染到
积极的人生态度，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 

四、总结 
本篇文章通过对于小学生人生观的概述，形成背景来研究小

学生人生观的重要性并针对于重要性，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培养小
学生人生观的重要策略。努力通过多层次宽领域来提促进小学生
形成自己合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本篇文章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希望能够通过本篇文章来抛砖引玉，共同促进小学生人生观形成
理论系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