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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是小学阶段的重要学科，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语文知识，还要让学生在语文

学习的过程中拥有良好的思想情感、积累丰富的语言和语感、并且利用语文科目中的优秀文章陶冶自身的品德和修养，丰富自身的审美情绪，

丰富自身的个性品格，使学生通过语文学习，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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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素养是以学生的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时，要体现在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语言积累上，更

要体现在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学习方法、思维能力和人文素养上。对

于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来说，要完成这些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对教师提

出了艰巨的挑战，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要研究学生的身

心发展规律，根据培养目标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在长期的培养过程中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1 激发兴趣，奠定基础 

小学阶段的学生受身心发展规律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学习活动都是

以兴趣为基础展开的。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其认知体系还没有完

全建立，也没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在学习活动中显得随意性较大，并且

自我控制能力较弱，但是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喜欢通过

实践探索研究新鲜事物。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

身心发展规律，首先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逐渐渗透语

文素养的培养，为语文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针对低年级的小学

生来讲，他们更喜欢通过感官和动手操作认知事物，针对这样的特点，

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前，应当深入挖掘教材内涵，依据教材内涵寻找

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点，使学生更好的进行课堂教学。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课文《蓝色的树叶》为例。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学生进行了精彩的课前导入，首先利用多媒

体课件，和提前收集到的树叶，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相遇的情景并配乐，

为学生创设情境“秋天到了，森林变成了五彩斑斓的世界，看火红的枫叶

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在随风飘舞，美丽的银杏树叶像黄色的小鸟在快乐的

飞翔，绿油油的松叶将山林染得绿绿的，在这山林之间有一片蓝色的树叶，

你们见过吗？”，教师随即拿出蓝色的树叶，在进行启发式引导，“通过这

节课，咱们一起来学习蓝色树叶的故事吧！”通过这样的引导，学生能够

对课程内容产生兴趣，为接下来的教学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2 增强互动，提升体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和学生有效活动，增强学生的学习技能，教

师在此过程中应当做好课堂的设计者，小学几年级的学生有益身心发展

的限制，不具备主动学习的意识，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

引导学生对及时进行探索。在引导过程中，以语言、情感、思维方面为

出发点，逐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制定问题情

境，通过启发式引导，让学生深入思考，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对

学生进行分组，学生在分组讨论的过程中，能够相互间取长补短，并且

通过思维的碰撞，促进自身思维体系的发展。 

以人教版小学三年级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为例，教师在课前

导入时，首先让学生通过题目发挥自己的想象，猜测一个小村庄可能发

生哪些故事，学生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能够迅速将思维集中在课堂上。

接下来，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组，分组完成之后，教师让学生通读全文，

阅读全文之后让学生在小组内将故事内容进行复述，在复述结束之后，

教师让每一个小组选取成员分享本课的故事内容。故事分享结束后，教

师在让学生深入阅读课文，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文中具有深刻

含义的句子，了解村庄变迁的原因和过程， 后让学生交流讨论，理解

本文蕴含的深刻道理。通过这种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增强学习体

验的基础上，学生通过思维的交流和碰撞，完善了自身的思维体系，并

且在探讨故事蕴含道理的过程中，增强了情感体验，丰富了学生的人文

精神。 

3 课后训练，培养素养 

语文学习不仅包括课前的预习课堂教学，也包括了课后学习，在课

后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针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改正和

提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课后训练的过程中，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实践

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做到与理论相统一，感受语文知识的魅力。结合

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走出课堂，进入生活中，培养自身的情感，

逐渐丰富语文素养。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有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

在长期的训练和体验过程中逐步提升语文素养。 

例如在学完了《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篇文章之后，教师为了让

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奉献与关爱精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领学生深入

社区实践，让学生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体会到“雷锋精神”，并且通过教

师的引导将这种精神内化，形成自身的精神和情感，体现语文素养的提

升。同样，教师在教学识字课程《自选商场》时，可以将教师布置成超

市场景，让学生体验在“商场”的感觉，并且通过“购物”的形式，认

识各种各样的商品名称，通过这样的实践方式，达到认识生字的目的，

让学生深刻体验到语文知识来源于生活，语文知识服务于生活。 

4 结语 

语文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首先要培养学

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只有学生主动深入学习，才能在后阶段的学习过程

中逐步培养出各种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身心发

展规律，首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语文素养的培养奠定基础，接下

来在教学活动中和学生进行有效互动，让学生在互动中增强学习体验，

后教师还要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活化实践平台，

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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