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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素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邹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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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语文是小学最重要的科目之一，小学语文学习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技能。新课程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教师不仅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教授学生基本的图书知识，还需要在教学中渗透文学素养，营造良好的文学

环境，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未来更深层次地学习汉语知识，还可以鼓励当代小学生继承和发扬我们的

传统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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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最为重要的一门学科。从宏观
的角度来看，语文教学涉及了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这是
文化的传承。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语文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听
说读写的能力，这是学生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随着教育
体制的深入改革，教育部门加强了对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视。

学生的文学素养应该从小培养，而小学语文教学则是最好
的一个传递媒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文学素养已然成为了
小学语文教学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探讨了小学语文教师应该采取何种教学方式，在其语文课堂教
学过程中渗透文学素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从而培养学
生良好的文化意识，这无论是对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兴
趣，还是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都是有帮助的。

一、利用国学经典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文学素养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思维还不健全，仍处于一个

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
力是较差的，如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学生只能依靠单纯的记
忆。教师需要结合小学低年级学生这一特征，合理的选用基
础而又简单的国学经典文学为学生展开文化教育。在文化教
育的课堂环境中，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得到潜移默化的改
变，这对学生成长的帮助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教师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课堂中就可以利用“三字
经”和“弟子规”作为教材，让学生诵读这些诗经对其进行
启蒙教育。学生在诵读诗经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加强他们对诗
经内容的记忆，还能体会到我国文化的魅力，最终促进学生
素质的提升。并且这类诗经的读法大多是由对偶和韵语等形
式构成，如学生在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时，就会觉得朗朗上口，而不会觉得枯燥。甚至会喜爱上这
种读书方式。

二、利用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文学素养
细细品味我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不难体会出其中的美感。

所谓的经典之美就是如此，他对人能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教师应该对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挖掘，而不是过多的向学生
进行硬性教育。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其对教育界改
变也是巨大的。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这项教学工具为小学语文教学
做很多事情，这同时有利于在语文课堂中渗透文学素养。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而不是传授。正如孔子所言：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不断的激发
学生学习文学知识的兴趣，才能加强学生的认知，才能提高
学生的文学积累。

例如：在实际的语文课堂中，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
帮助为语文课堂创设良好的文学环境，使学生的学习环境充满

着书香之气。如教师在开展文学阅读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
备，这不仅拓展了学生的阅读量，还能将书本上枯燥乏味的文
字知识搬运到多媒体设备上以视频、音频等形式呈现在学生的
眼前，如此一来学生的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都能得到增强。

这就是一种文学情境课堂的展现，学生在进行不同种类
的经典阅读时可展示不同的画面，配以适合情境的小音乐，
必然能让学生充满激情。教学语言的教学法宝就是善于激趣，
巧语启发，深于传情。教师逐步吸引学生进入到情境教育之
中可弥补学生对于经典诵读不理解的空白，从而更好的领悟
经典诵读之中的情感。

三、利用传统美德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文学素养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小学语文教学教材也得到了更新。

现如今，当我们翻开小学语文的教材，不难发现很多的文章，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都会比较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且在语
文课本中，也会对这些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教师在实际的
教学活动中需要理清纹路，不仅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还
需要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

例如：在实际的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就可以通过讲解
一些历史小故事，让学生探讨某个人物的行为，并指出哪些
行为是值得学习的，哪些行为是我们不提倡的。如教师可以
给学生讲解“负荆请罪”的故事，当教师为学生读完整个故
事时，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廉颇在生活中会处处为难
蔺相如，而蔺相如又为什么处处的躲让廉颇。”

教师就可以告诉学生：“廉颇排挤蔺相如是因为嫉妒，而
蔺相如忍让廉颇则是因为国家的利益。”最后，教师问学生蔺
相如和廉颇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哪一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
生异口同声的说蔺相如。这个历史小故事主要体现了我国谦
让的传统美德，教师通过讲解这个故事，分析人物性格，就
可以引导学生学习谦让的美德。

四、结论
总之，在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文学素养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途径。小学语文文
化素养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汉语知识的兴趣，还可以
鼓励学生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小学语文教师应善于
运用各种教学工具渗透语文课堂的文学素养，从而提高学生
的语言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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