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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人与自然”主题教学在小学语文中的探索与实践 
◆蒋翠珠 

（广东省江门市范罗冈小学  529000） 

 
摘要：对“人与自然”类的课文进行主题式教学，主张小学的学生，尤

其是中年级阶段的学生，通过系统性的学习，能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

能用更多好奇和关注的目光，放到身边的自然生活中，以此来提高自身

语文素养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水平。本文将探索用主题教学的方式在小学

语文“人与自然”类的课文中进行教学应遵循的核心思想和它实践的途

径，以求更好地落实“人与自然”类的课文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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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与自然”主题教学的概述 
对“人与自然”类的课文进行主题式教学，是指在一堂小学

语文课上，师生双方针对一篇“人与自然”的课文，共同围绕着
一个主题思想而展开有关生命价值的探讨。 

“人与自然”类的课文主旨是让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从而懂得热爱环境，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而主题教学的
系统性能有效地整合各种知识资源，并通过学生个人的生命价值
来对知识进行意义建构，获得属于自己的知识，加以积累运用，
以此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主题教学”的模式基本上都是用在
人文价值偏高的经典名篇教学中。若用它针对“人与自然”类的
课文来展开成功的教学应遵循以下三点核心思想： 

1、对文本深入解读 
“人与自然”主题教学基于文本，是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根

据新课标要求，小学语文识字、写字与汉语拼音教学是低年级的
重要教学内容，而阅读与写作教学是中高年级的重要教学内容。
落实到一篇文本的教学上看，那就是低年级学生重视文本的字词
和读音掌握上、中年级学生重视文本的句段分析上、高年级学生
重视文本的篇章理解上。另外，主题教学的关键是在阅读文本的
过程中挖掘主题词语来开发人的生命价值。这些都直接决定了
“人与自然”主题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离不开对文本的深
入解读。 

2、重“双基”的同时追求“素质” 
“人与自然”主题教学立足于语文课堂，追求从“双基”到

“素质教育”质的飞跃。小学学习，是夯实基础的第一步也是
重要的一步。只有老老实实地在课堂上学习才是硬道理，再加上
语文要有语言和文字的接触才算得上是语文课。学生要在宁静的
心境中才能让知识触及学生的心灵，才更容易让学生得到对人类
的悲悯和对生命的敬畏上的震撼。从而促进自身的身心发展，提
高自我素质。 

3、从“自然”到“自我”的升华 
“人与自然”主题是从“自然”到“自我”的升华，用“人

化自然”来代替“人与自然”或许更为适合。“人化自然”是从
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观中对现实世界的二分类中取出来的，
它并不能等同于丁艳老师提出语文课文“三维度”中的“人与自
然”含义。 

二、小学语文“人与自然”主题方向的确定 
下面，以文本的三分法划分课文主题的情感色彩，来深入探

究主题教学中“人与自然”主题的方向。 
1、主题指向生命体验 
上文提到“人与自然”主题教学的主题追求从“自然”到“自

我”的升华。但这个过程的程度也会因为文本的特点而有所差别。
当“人与自然”类的课文主题是直指生命体验的话，那这篇课文
的人文主题是 鲜明的，主题下所统领的课文内容也是 显著
的。这种情况下，采用主题教学的教学模式 为适合。 

就如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课文，《触摸春天》、
《生命 生命》和《花的勇气》，这三篇课文，叙述了人在接触大
自然的过程中，通过与动物和植物的“交流”，而体会出了“生
命的魅力”的主题，从而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一层认识和感悟。
这样的课文，情感价值很高，用“主题教学”的教学模式，我相
信效果一定不错。 

2、主题指向生态环境 
当“人与自然”类的课文主题指向生态环境时，采用“主题

教学”也是较为合适的。因为“生态环境”类的课文偏向于学生
环保意识和爱护环境意识的培养，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相处
之道的表述，让学生学会热爱大自然、保护家园、保护生态环境，
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社会。相关意识的培养可以促进学
生环保行为素养的形成。这一种从“人化自然”化为“自我”思
想行为素养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人性的魅力”。这样主题的
课文，同样适合采取“主题教学”，用“主题”来整合全篇课文
的内容。 

3、主题指向人文科学 
当“人与自然”类的课文主题指向人文科学时，是否采取“主

题教学”这一教学模式，可就要慎重考虑了。毕竟“人文科学”
类的课文， 大的特点在于趣味性。科学追崇的，往往是足够理
智下有说服力的说法，它重在一个“理”字上，内容上的说“理”
成份比“文化”意味重。这种情形下若采用“主题教学”的教学
模式的话，不免会容易出现教学重点轻重倒置的现象。 

三、探索在“主题”的统领下整合教学资源的途径 
解读文本， 重要的是，在挖掘出主题后，怎样在“主题”

的统领下整合课文教学资源，进行教学设计，落实课堂教学。 
就如《麻雀》一课，是主题指向“生命体验”的课文，如果

选定这篇课文“母爱”的主题来进行教学的话，可以通过文中的
某些句子中的某些词语的特征，对课文表面呈现的‘母爱’主题
进以细致的解构。 

原文中的结尾还有这么一句 “爱比死，比死的恐怖更强大”，
在拓展升华主题环节，可以加进这句话分析。透过这句话，“学
生可以更加深入地解读到，老麻雀的爱，是一种完全忘我的付出，
更是一种蔑视死亡的大无畏，是弱者面对强者的有尊严的姿态。 

由此可见，在主题“母爱”的统领下，发觉教学内容的每一
个环节的内容，都是跟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环环相扣，缺
一不可，构成了一个“母爱”的整体。这便是“人与自然”主题
教学 核心的教学内涵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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