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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文悟道”“缘道学文”，是我国语文教学的基本思想。本文从我对“文”和“道”的理解、关于“文”、“道”协调学语文的具体

实施策略两个方面展开，是教师语文教学实践研究的总结，也是语文教学的再思考，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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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较， 大的特点就是教学目标中有“文”

与“道”两方面问题要处理。所谓“文”指语言文字及其各种组合形式；

“道”指语言文字及其组合形式所需要承载和传递的意义。可以说，文是

要求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技巧，比如各种修辞方式、写作技巧等，而道

就是这些文字所要传达的道理，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向来语文教

学在“文”“道”孰轻孰重上难以把握，我认为，应该根据课文类型的不

同来确定、协调“文”“道”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的皮连生教授认为学生学习语文和外语主要是学习

“文”，即学习“形式”，应该用绝大部分时间学习“形式”，只用少量时

间学习内容。 

1 我对“文”和“道”的理解 

就我个人的浅见，“文”和“道”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这样简单的一句

话就把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给定死了。古人曾经说过“文以载道”，也就

是说学习是为了成人、成才。掌握一定的语言技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语

文教学基础环节，毕竟学以致用，学生学习语文是要运用到将来的工作

和生活中去的，但是万万不能轻视“道”，“道”是学生内心做人的基础，

明辨是非的内在动力，就如同一个人掌握了高科技，如果道德品质好，

则为人类造福，如果道德品质坏，则反而比无知的人更加危险。所以我

认为“文”和“道”之间应该平等对待，至少不能重“文”轻“道”。在

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随着文本理解的推进和深入，我们不必担心会因此

冲淡语文味，上成了道德与法治的课程，这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 

1.1 关于“文”的学习 

关于“文”的学习，即语文技能，可以通过随堂学习、专项练习课

来解决，如我们在《语文园地》中的“修改病句”练习，就可以以此为

延伸，将学生平时在做练习甚至在写作文时出现的病句单独拎出来，利

用课件，进行归纳整理，效果非常好，可学习性、可操作性也非常强。

当然，这样的专项练习课，就不太涉及“道”的内容，教师在集中培训

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已经掌握的语言文字工具去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情

感，培养阅读能力，使工具的运用更为纯熟。 

1.2 关于“道”的学习 

“道”的学习就需要长年累月的熏陶，我们的语文教材不是没有思想

感情的纯语言文字的组合，而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单篇课文，多数还是名

家名篇，集真善美为一体的美文，对学生人格的形成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教出品格优秀、能力出众的学生，所以语文教学的“文”

与“道”要根据课文的内容来决定，不能一言以蔽之。 

2 关于“文”、“道”协调学语文的具体实施策略 

“因文悟道”“缘道学文”，是我国语文教学的基本思想。新课标也提

出：语文阅读教学要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当课程由封闭走向开放，

由学科内容走向体验的时候，我们就应让文本被教师和学生实实在在地

体验到、感受到、领悟到、思考到。 

2.1 因文悟道 

语文课应该是灵动的，形式多样的，需要教师不断的思考和实践，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尤其对于阅读教学而言，更需要

教师在已有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的跳出语文看鱼丸，通过精心的设计、

灵活的教学方法，达到激趣启思的目的。下文就后《九寨沟》一课为例

来谈谈语文课如哈做到“文”、 “道”统一，结合文本与学生的学习基

础，采取文本结合的方式，在教学中确定“感悟”与“训练”的切入点

并有效实施，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关键。 

在课前教师准备了一定数量的资源库，通过网络搜集九寨沟的相关

图片，并为学生在课前制作好欣赏的 PPT 课件，首先让根据自己的记忆

来回忆他印象中的著名景点九寨沟，并不一定是每个孩子都去过九寨沟

去旅游，他们印象中的九寨沟可能是听来的，可能是书本上看到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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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初印象。接下来教师为学生播放精心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可以预

想学生看到这些照片给给他们带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不仅被九寨沟的优

美自然景观所吸引，更会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境界里。 

教师可以乘胜追击让学生通过图片的赏析来谈谈自己对九寨沟的第

二印象是什么？学生会沉浸在“五花海”、“五彩池”的斑斓色彩中流连

忘返，也会在九寨沟的湖泊中驻足亭口，在这些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里，

找到文字描写带给自己的视觉神秘感，也从文字背后感受到大自然给世

界呈现出来的无限神奇。接下来教师可以让学生来读一读，感受语言中

的“九寨沟”，在文字的描述下，边走边看。感受九寨沟的水——它清洁

纯净、晶莹透亮、色彩斑斓，接下来走进高九寨沟水的又一特别之处——

高高低低的瀑布，并配以视频渲染，这样的体验对学生而言不仅在学习

知识，更是一种美的享受，学生会通过文本展开想象，“浮想联翩，加上

教师的 PPT 图案背景，与视频结合，形成整体的感知，学生对于文本的

认识也从表象深入到内涵，那么有感情的朗读也就水到渠成了。 

2.2“缘道学文” 

学生的学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语文教学中明白道理，同时在感

悟道理中走进语文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才是落地的，不仅仅提升学生的

文学素养和知识底蕴，更在行为习惯和品德修养上引领着学生的成长，

这才是教育 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立德树人可以在语文课上通过听说读

写等方式来渗透，润物无声，这正是终于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也

是语文课的魅力所在。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左传》中对人生三大 高境界的描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

德”居于首位。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就是培养人才，

想要达到树人的目标，须先立德。初中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作为教师，帮助学生立德、有德尤为重要。 

尽管美德教育属于德育的重要内容，但是结合语文教学依然可以在

教学中做到较好地渗透。听，蕴了品德；说，厚了品德；读，润了品德；

写，浸了品德。 

接下来就以写作为例，来谈一谈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从文字到品行的

引导渗透，透过学生的文字笔触，可以看出学生的身心变化、心灵成长，

更能够在学生成长的情节中为其注入新鲜的成长血液，不断的激发孩子

的内在变化，让成长在润物无声中发生这巨大的改变。 

比如教师可以在作文教学中根据各个时段孩子成长的实际情况，选

择一些有典型意义的话题作为作为题目：比如疫情期间可以“生命中的

感动”为主题引导孩子写作；在国庆节期间，也可以引导学生以“我心

目中伟大的祖国”为主题展开写作；在平时的学习中可以从“我身边的

学习榜样”为主题展开作文；或者从学生生活中的成长小情节为切入点，

以“感恩”“奋进”等为主题展开写作。从学生身边的一件小事引导，从

学生成长中的小细节来引导，从学生触手可及的身边事出发，往往学生

在写作中会给我们无限的惊喜。比如在“生命中的感动”主题作文中，

学生从不同的视角，赞美了我们的白衣天使，赞美了我们的疫情志愿者，

赞美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其中张萌萌同学写到：“我的双眼再次被感动的

泪水包围，爸爸你在哪里？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知道你很想家，很

想我和妈妈，但是你的身上有更重的胆子，在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就

是更多人的爸爸。爸爸，您知道吗？我很多次在梦中见到了您，您在给

很多需要的病人看病，你的额头满是汗水，但您仍然微笑着看着我，好

像在和我说，爸爸不累。是啊，其实我知道您连续的工作一定很辛苦，

但是您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在为更多人的生命在工作，你们心怀国家、

心怀人民，爸爸，我为你骄傲，泪眼中我看到了您，您在和我笑呢……”

这是一个五年级孩子的作文，以爸爸为切入口，看到了疫情期间白衣天

使的大爱无私，看到了全体国人的众志成城，看到了中国人民战胜疫情

的决心，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字字句句，多是对爱的升华，都是对中华

传统美德的赞美。接下来我让孩子借助语言和班级同学分享，同学间相

互点评，通过声音将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很多孩子都感动的落泪了，那

一刻我知道，德育正在语文课堂浸润，这就是 好的生命的引领， 好

的生命的成长。相互阅读点评，既是对所学内容的升华体验，又能够进

行书面表达的训练，同时也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要时刻学习，研究学生、研究课堂，充分

挖掘语文学习中的德育情感因素，适时点拨、对学生进行适度适度引领，

并通过自己精心的预设丰富课堂内容，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中

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终让学生在语文学

习中达到提升知识能力，润德生命成长的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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