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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全人格培养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命题，对于个体的社会适应与成长具有积极意义，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

在众多学科之中，语文学科以其独特的人文性功能，承载着德育的重要责任，小学语文教材在内容选择

与编排上又有利于德育的进行。因此，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必然责任。以读

育人，通过阅读教学推动小学生认识健全人格、理解健全人格、培养健全人格，教师要潜心文本，实现

以文育人；关注方法，挖掘德育价值；链接内外，提升德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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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a sound personality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modern education, which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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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 social adaptation and growth, and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school education. Among numerous disciplines, the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carries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moral education with its unique humanistic function. The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ontent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re also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sound personal-
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sponsi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By educating stu-
dents through reading, we aim to promot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cultivation 
of sound personalities through reading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tex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ng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pay attention to methods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link inside and outsid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Sound Personality, Chinese Reading, Mor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以及人的基本发展要素之一，人格对于个体的成长以及在社会群体中的生存与

价值显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格并非与生俱来，是在后天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中发展起来的。教

育作为培养人的主要手段，在人格形成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课程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具的

学科，通过建构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其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功能，真切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在育人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
也明确提出，语文课程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致力于为学生形成健全人格打下基础。这就

意味着作为语文教学主要组成部分的阅读教学，需要将健全人格培养视作必然担当。因此，明确健全人

格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意蕴与具体要义，探究指向健全人格形成的语文阅读教学策略，对于小学阶

段儿童良好人格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2. 小学生健全人格塑造的价值意蕴 

人格是决定人的独特行为和思想的个人内部的身心系统的动力组织[1]，是多种成分共同组成的结

构统一体，包括兴趣、爱好、性格、能力、气质等。而当今世界，科技与物质生产发展迅猛，在为个

体创造更多有利机会的同时，也对个人的素养提出了挑战。作为社会人，个体必须经受社会变革所带

来的考验，并通过社会实践锻炼自身能力、发展素养，这些与人格密切相关。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

外在压力与内部心理的共同作用，构成人格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形成

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亦或是走向极端。这不仅影响个体自身的生存与生活，甚至会对社会发展

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健康、良好、完善的人格形成是个体与社会的必然追求，健全人格这一命题的

提出正契合此需求。 
而小学作为个体素质形成打基础的阶段，是人格雏形塑造的关键时期。此时，学生的道德水平、行

为习惯等正处于萌芽时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一阶段的学生，在心理上具有较强的模仿性，如

若不培养其健全人格、促进良好人格意识的形成，则容易造成人格特征和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出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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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与人格缺陷，影响此后的人生与发展。因此，关注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领悟健全人格的内在要

义与迫切性，挖掘人格培养的有效路径，抓住小学这一基础关键期实施并加强人格教育，是教育工作的

重要目标之一，学校教育需要将健全人格的养成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在各类学科教学中予以落实。 

3. 健全人格的内涵剖析 

那么健全人格究竟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心理学家建构了“成熟者”“自我实现者”“功能充分发挥

者”等健全人格模式，提出高心理健康拥有者在内在心理与外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些模式的具

体要义各有不同，且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的强调健全人格者在内部心理与外部言行的协调统一、在人

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和谐一致，以及对待学习与工作时的积极态度有有效行动这三方面。A·H·Maslow
则提出了关于自我实现的十四条标准，被视为健全人格的重要指标，其涉及了处世态度、社会人际关系、

自我认识、遇事心态等方面[2]。可以发现，健全人格并不是某一方面或某一要素的圆满与完善，而是构

成人格的诸要素之间的和谐、完善、平衡与统一状态，强调个体整体素质的发展，关注自身成长与社会

化生存。《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对健全人格也作出过具体表述，报告指出健全人格是健康生活的基

本要素之一，是个体成长的前提与基础，主要表现为具有积极的心理品质，自信自爱，坚韧乐观，有自

制力，能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具有抗挫折能力等[3]。综合来看，健全人格并不是一种特定的概念，

有着明确、具体、固定的要义，它更是一种观念或思想，是关于个体在思想品德、知识技能、人际关系、

社会适应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学说[4]。健全人格以人格的正常发展为基础，是人格发展更为健康、理想的

状态。教育学视域下，这一理想人格可以被解读为学生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统一、协调发展[5]。
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从一个懵懂的自然人向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合格社会人转变。 

4. 语文阅读的德育价值呈现 

在众多科目之中，语文作为富含人文性的学科，承担着涵养学生健全人格、塑造健康品格的重要责

任。阅读作为语文课程建构的中心，是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获得审美体验、发展品

格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够为个体提供内涵丰富的文字作品，覆盖健全人格应具有的方方面面，帮助个体

认识与理解健全人格，为其塑造奠定基础。同时，健全人格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与阅读本身不

具有时空限制的特征相契合。持续的、不间断的阅读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另外，语言文字作

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就是学生文化沉淀与发展的过程，即语文德

育的开展以语言为本，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依托。这一过程既深化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又为健全人格

的转化与塑造服务[6]，因此，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就是德育悄然发生的过程。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以阅读为途径培育健全人格提供了物质基础。目前，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

在选文编排上采取双线组织的策略，兼顾单元的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强调语文技能训练的同时渗透人

文精神的熏陶。在全十二册的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健全人格以各要素的形式蕴含与各选文之中，每一选

文又各有侧重点。有研究表明，小学语文教材在对人格塑造极为重视，且在主题分布上颇为强调学生人

格的培养。尽管在以往版本的教材中，在微观层面，教材选文更倾向于关注学生身心健康、诚信尽责和

自信自强三方面的发展，但从宏观角度来看，教材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重视学生人文精神层面

的提升与发展[7]。在具体编排上，部编教材遵循了学生的学习特点与人格发展规律，以横、纵双向的形

式安排课文顺序：以单元主题为核心，学生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健全人格各要素之下的具体内涵，拓

宽、延伸对于健全人格各要素的理解；以每一年段为节点，健全人格的各要素分布于各册教材之中，切

实地体现了人格培养的持续性与循序渐进，引导学生经历“认识自我–肯定自我–成就自我”，帮助实

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完善自我人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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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向健全人格培育的阅读教学策略 

5.1. 潜心文本，实现以文育人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选文，文体多样，记叙文、散文、诗歌等都包含其中，文质兼美。教师通过

引导学生阅读与鉴赏不同文体的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指引学生主动与文本展开对话，感受文本的思想

与情感，领悟其丰富的精神内涵，逐步构建学生自身对于文字背后道德情感的理解，树立个体的思想、

行为的准则，进而推动性情的陶冶，提高道德修养，提升情趣与追求。作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论述类文本教学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主要作用。与其他文本相比，论述类文章文字清晰、

简洁，表达通俗易懂，对于锻炼学生的分析、提取、概括等思维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学生通常能够以独

立的形式读懂、读通、读明白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教师可以尽可能地放手，让学生对文本所传递的健

全人格要素进行分析与讨论，在不同意见与思想的碰撞中深化学生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考，

促进学生主动树立人格标准、养成明辨是非、积极进取的精神。文学类文本与文言类文本较为类似，主

要包括散文、诗歌、文言文等，这两类文本通常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塑造的形象动人、鲜明，所传递

的情感较为隐晦。因此，针对于这类文本的教学，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可以根据文本内容为

学生创设相应的情景，利用图片或音频等资料为学生提供感觉刺激，推动学生深入理解文本，丰富学生

的审美体会。针对于文本中流传千古或具有积极，亦或是学生特别有感触的语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

行背诵，在熟读成诵的情况下，学生在后续的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境，会不自觉地受到文章的启迪，有

助于激发学生对于社会与生命的主动思考，获得情感熏陶。除了上述两类文本，实用类文本在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实用类文本通常设计新闻稿、演讲稿、书信、日记等形式，这类文本的文

字组织较为科学、严谨，富有一定的逻辑，在内容上通常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多包涵以爱国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也涉及与个体成长相关的责任感、自豪感、实事求是等品质。另外，新课标也明确强

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要以生活为基础，整合课内外学习内容、情景、方法和资源等要素设计学习任务

群。因此，在教学这类文本时，教师需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勾连学生的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对

于生活的热爱之情，学会运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活，学习语文，积累经验，从文字与生活的有机

结合之中体会爱国之情、民族自豪感、主人翁责任感等精神，培养学生运用实用性文本进行沟通交流的

科学精神，为健康人格的形成建立雏形，为健全人格的丰满助力。 

5.2. 关注方法，挖掘德育价值 

小学阶段的学生，其心理具有较强模仿性，很多时候，学生对于道德的理解与感悟，以及他们在人

格层面上的成长，不仅源于书本所传递的知识，也源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言行举止。因此，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选择适宜的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阅读，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熏陶学生、感染学生，以达成道德浸润的目的。 
在班级授课制的大环境下，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在一定时间内将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学生，通常

会采用讲授法。实际上，讲授法的使用是合理且有必要的。但是满堂灌的、单向的传输从根源上来讲就

是“霸道人格”的显现，这一教学模式之下，教师是权威，学生只能接受教师的观点而无法输出自身的

意见与想法，这对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无任何积极意义，反而容易挫伤学生的积极性，造就学生胆小、

懦弱、自卑等负面的人格倾向。与之相比，对话法、讨论法、小组合作法等教学方式给予了学生更多的

尊重，学生能够更为自主地抒发阅读感受、探讨阅读体会、表达阅读心得。在这类教学方式之下，学生

通过阅读获得的语文知识与情感体会是自发的，是在自我阅读、自我反思之下形成的。通过小组合作等

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学生的思想经过碰撞又能获得进一步地深化，这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与情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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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获得了充分的阅读空间、足够的表达机会、十足的反思环境，展现了

教师与学生群体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久而久之，学生能够学习如何在群体中进行适当的表达，如何倾

听其他人的发言，如何与他人进行和谐相处等等，在深化语文阅读的同时，也为自身健全人格的塑造提

供了相应的标准。因此，除了教学内容，教师在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与使用上也需要下更多的功夫，深

入挖掘与展现方式与方法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与取向。 

5.3. 链接内外，提升德育实效 

语文因其独特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沉淀丰富的人文底蕴，蕴含着深厚且广泛的文化内涵，对于学生

走进生活、认识世界密切相关。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学科更容易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语文

课堂中更自然也更为必要地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链接，在课内与课外的有机整合下感知人文修养，提升

道德水平。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能忽视学生对于文本本身的学习，但也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在

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领悟文章所表达的情感，辅以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深刻体会文章蕴藏的道德要素与

具体行为表现，使学生得到进一步的熏陶，为日后的道德实践与人格塑造提供指引。对于小学生而言，

从阅读中感知人格、体会健全人格的具体形象并不难，但是自身健全人格的形成并不是了解之后就能自

然形成，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的。因此，在阅读教学中不断指引学生勾连生活经验，为学生

创设与生活相类似的情境，让学生在反复实践之中反思和检讨自身的言行，以文本所传递的道德素养相

比对，为人格逐渐趋于完善与健全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作为课堂阅读教学的资料，教材所能提供的

文本以及其所蕴含的道德要素与健全人格形象是有限的，就如叶圣陶先生所言：“语文教材无非就是个

例子，要语文教学就是要凭例子，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有必要进行适当的

拓展，除了勾连学生的生活以外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与素材，将课内学习与课外阅读相结

合，在整体的、持续的、动态的阅读过程中深化对于道德的认识，丰富对人格的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具

有前瞻意识，在进行阅读教学规划的时候就应该将课内与课外的阅读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对此进行统

一、整体性的设计，以课内教学为主导，课外阅读为辅助，帮助学生挖掘文本中更为深层的道德价值与

意蕴，引导学生串联已有知识、整合经验，在整合性的阅读之中找到属于自身的道德榜样，从整体的层

面来思考道德、反思自身言行，为形成健全人格提供必需的精神滋养。 

6. 结语 

本研究从既有成果出发，将理论剖析与策略提出相结合：从理论方面对健全人格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阐述了语文阅读教学的特征以及教材在选文编排上的德育价值呈现，在健全人格的培养与语文阅读教学

搭建了一座桥梁，强化了两者的内在关联。同时，又从现实出发提出了三条可操作的教学建议，为一线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供了相对实用的策略。然而，健全人格的培养是课程育人功能

发挥的重要表现，是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必要组成，是现代教育重点关注的命题，后续相关的研究应继

续开展并深入。语文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具的课程，致力于为学生良好个性与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打下基础。语文教学中占主体部分的阅读教学更是需要发挥关键作用。阅读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将语言

文字知识与语文技能传递给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关注并体悟文字所塑造的人格形象、所凝练的

思想与情感。这些饱含灵感、激情与思想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感受、表达与思考，使其精

神与人格获得熏陶，最终沉淀下来，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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