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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台风、海啸、水灾、旱灾、
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不断，水污染、空气
污染、生活环境污染等层出不穷，非典、
甲流感等流行性急病不断发生，严重威
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追溯其根源无
不与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有关联。为此，
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
我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
中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责无旁贷。
下面，是我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环境
教育方面的一点粗浅的作法。

一、充分利用语文教材，适时渗透
环境教育

要想在不影响语文教学目标又不加
重学生学业负担的前提下，在语文教学
中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只有充分挖掘
现行教材中的环境教育内容，并根据这
些教材的特点，将语文教学和环境教育
适当结合。我的作法是：一方面，写景
课文教学巧妙渗透，小学课文中有很多
涉及风景名胜等写景的课文，如《趵突
泉》、《海底世界》、《鸟的天堂》、《春》、《济
南的冬天》、《阿里山纪行》、《美丽的西
双版纳》、《都市精灵》、《咏柳》、《望庐
山瀑布》等之类的课文，教师在教学时
要认真引导学生对文章的语言文字进行
分析、理解和品评，可以借助图片、录
像等直观影像帮助学生理解词     句，鼓
励学生围绕课文词句展开想象，有感情
地朗读或复述课文等，让学生在阅读过
程中感受和欣赏大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美
丽和伟大，体验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
美好意境，对自然、对人文景观、对非
人生命体产生接受或喜爱之情，激发学
生热爱自然或人文环境并乐于善待其他
生命体的情感和意识。另一方面，说明
文教学直接渗透。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的
说明文直接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如《黄
河怎样变化的》、《只有一个地球》、《食
物从何处来》、《向沙漠进军》、《死海不死》
等。这类课文教学中我们应结合生活实
际，找到最佳结合点，引导学生抓住课
文中的重点词、句、段，认真想，仔细
体味，自然地将环保教育渗透于教学中。
如教学《食物从何处来》一文时，可以
让学生明白自然界存在着一个食物链，
破坏了这个食物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
将使整个生物界遭到灭顶之灾。又如教
学《只有一个地球》第四自然段提到：“人

类生活所需要的水资源、森林资源、生
物资源、大气资源，本来是可以不断再
生，长期给人类做贡献的。但是因为人
们随意毁坏自然资源，不顾后果地滥用
化学品，不但不能使他们再生，还造成
了一系列生态灾害，给人类生存带来了
严重威胁”。教师应该借机启发学生牢记
历史上破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自觉
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告戒
同学们：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破坏
了生态平衡，人类自身也将受到自然界
的惩罚与报复。同时使学生理解并掌握
文中出现的环境科学术语、环境科学知
识，掌握适度利用环境和有效保护环境
的科学方法，从而增强他们保护环境的
意识和责任感，精心保护好我们周围的
环境。

二、利用作文教学契机，有机渗透
环境教育

作文是语文教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
环节，因此，在指导学生作文训练的过
程中有机地将环境教育渗透于作文教学
中，以增强环境意识是完全可行的，也
是行之有效的。首先，教师可要求每个
学生每天写“环保日记”，让学生记下自
己每天为保护环境所做的事，哪怕是随
手关灯、关水龙头，捡自己周围地上的
垃圾，分类倾倒垃圾，种植一棵树木，
保护一只小动物等日常生活小 事。要求
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从
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并在潜移
默化中“领悟”到一种可贵的环保意识，
进而又渐渐培养成一种更为可贵的环保
习惯。其次，教师多给学生布置一些有
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作文。每次作文前要
安排学生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或游览
一个地方，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注意力
集中在环境方面，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用作文把它记录下来，通过
对祖国河山的真实描写，反映你眼中的
生活环境，抒发你心中的真情实感。这
样一来，学生所写的作文中，往往有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也有对所见景致
环境问题深深忧虑的，更有对改善环境
提出自己见解的。通过有目的地观察自
己周围的环境，引起学生对自己生存环
境的关注，从而提高环保意识。这是作
文训练中进行环境教育，同时也是环境
教育丰富作文教学的一个成功作法。

三、开展语文实践活动，拓宽环境
教育渠道

虽然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已经蕴含
了相当数据的环境教育内容，但其深度
和广度还远远达不到面向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教育的要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
渗透环境教育，有必要在课本之外为学
生补充一些以环境问题为内容的语文实
践活动。

一是开展视听活动，在培养学生听
和阅读能力中渗透环境教育。教师为学
生提供一些环保视听材料，组织学生课
外看和听，如广播录音、影视录像、书籍、
图表、新闻报道等，还有儿童非常喜爱
的文学体载，如故事、连环画等，故事
或连环画可以通过现实的或虚构的情节
向学生揭示环境的变化过程，通过生动
的语言或平面图像向学生展示各种非人
生命体或非生命体由于人类活动而受到
的冲击，激发学生对遭受破坏的事物的
同情情感，使他们能理解和关注人类以
外的环境事物，感受保护环境、维持生
态平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二是开展环
保宣传活动，在学生说写能力培养中渗
透环境教育。学生根据自己从书本中了
解到的环境知识，编写故事、公益广告词、
给家长或社区成员写建议书，作环境调
查或环境保护活动的报告等。这些活动
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加深
他们对文体知识的理解应用，而且有助
对家庭和社区环境的改善带来一些积极
影响。三是开展“我让环境更美好”为
主题的作文竞赛活动，在学生收集信息
和与人合作能力的培养中渗透环境教育。
作文前组织学生参加种树种花甚至种庄
稼，收集废纸，铲除城市“牛皮癣”，打
扫街道，打扫公共厕所，清理河边和公
园等公共场所的垃圾等。通过亲自体验、
现实参与来激发他们对美好环境的渴求，
对日益严重、近在咫尺的环境污染的深
恶痛绝，增强环保的自觉性，同时培养
了接触社会、获取信息、与人合作及语
言表达能力，为写作也积累了大量素材。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渗透环境教育，
是新形势下语文教学和学生素质发展的
必然要求，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课改，
勇于创新，探求环境教育渗透的更多方
法，为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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