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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渗透探析 

肖定华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六中学  福建泉州  362805） 

摘要：在高中历史教学当中进行德育渗透，不仅是为了给高中政治思想教育的普及打好坚实的基础，更是为了给学生树立起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我国培养品德高尚的社会人才，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当中对高中生进行适当的德育渗透是目前高

中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本文主要以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渗透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详细分析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渗

透存在的问题，再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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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教学的目的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历史，还要实现德育的

多元渗透，促使学生建立健康的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高中历

史课程标准对德育渗透有重点强调，教师要增强教学德育渗透意

识，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创设德育渗透情境、丰富德育渗透方

法、实现课内外德育结合，能够极大提升德育渗透力度，体现德育

依附性、多样性、实践性等特征。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渗透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历史教学的德育渗透 

任何教学都具有教育性，也就是说，任何教学都具有渗透特定

阶级的道德价值情感。这是由于任何教学都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

的，高中历史教学亦是如此。虽然说历史教学应该渗透道德教育，

但是经过实地观察了解到，当前历史教学中忽视了德育渗透[1]。我

国已经提倡素质教育多年，然而今天依然用分数高低作为衡量师生

的唯一依据，使得高中历史教师只关注历史考点教学，那些考点中

没有涉及的知识往往不在教学范围内。例如，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

件，教学过程中教师只强调让学生记住常考的重要知识点以及事件

的发生时间，而对于其背后所蕴藏的爱国情感挖掘不充分，导致出

现只重视历史考点教学而忽视事件中所蕴藏的价值观问题。德育渗

透是一种情感价值观，很难从书面上考查出来，也就是说，凡是侧

重于情感价值观的，很难用考试成绩来进行衡量[2]。这就使得一些

知识点不大可能会列入考试范围，即使被列入考试范围，也是比较

模糊的，并不会作为重点。在当前的历史考试过程中，德育渗透这

种尴尬的处境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最终决

定了历史教师只注重与自己及学生成绩相关的知识教学。 

（二）缺乏足够的德育素材 

长期的高考应试指挥棒使得历史教师只顾考点知识的教学，而

对于高中历史课堂及教材当中的德育素材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利用。

高中历史教学有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三维教学

目标，但是目前仍然用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师生的唯一标准，不仅学

校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更是对通过考

试成绩评价师生起到助波推澜的作用，而且考试成绩主要体现在对

知识点进行考查的基础上[3]。对于历史这门学科来说，只要知识点

掌握得没有问题，一般都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就出现了当前高

中历史课堂中教师只讲解重要知识点以及对其进行记忆的情况，对

于可以激发学生情感的课堂情景素材及课本情感素材积累得不够，

不能够实现对学生史学情感的培育，导致德育渗透无法进行。 

（三）史料利用不充分，缺乏相应的价值观教育 

历史由史料组成，所以史料也就是历史教学的基础，要想在高

中历史教学中实现德育渗透就必须对史料的内容进行充分的挖掘

和利用。在目前国内的高中教育领域中缺乏价值观教育的原因就是

因为价值观是无法用书面考试的形式考查出来的，价值观是十分隐

形的内容，而书面考试仅仅只能对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水平进行考

查，无法考查出学生的价值观是否正确，而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的应

试教育模式也使得目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缺乏实际的价值观教育。 

二、完善高中历史教学德育渗透问题的对策 
（一）高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德育渗透 

道德教育属于情感价值观方面的教育，而价值观又是极为隐性

的，并不能通过书面考试来进行考查，这也就导致高中历史教育中

有许多的知识点是不会被归入到历史考试的范围中的，而且就算被

归入到考试范围当中，也仅仅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些知识内容进行

考查，无法考查学生的价值观。在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当中，大部

分任科教师都把应试教育视为最重要的教学任务，并没有对学生的

人文素养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以及人格教育引

起重视，以至于任科教师只重视学科知识的传授，并没有对学科知

识中蕴含的价值观、教育价值和情感教育价值进行发掘，以至于德

育渗透一直难以得到落实。 

（二）探寻丰富的德育素材 

在高中阶段，历史是最具德育优势的学科，普通高中历史课程

应尊重历史，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真

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高中历史新课标崇尚科学，注重培养爱

国情感，养成世界意识。在教学中，要想很好地将爱国主义思想渗

透给学生，教师就应大胆地寻找爱国素材。新时期历史课德育的目

的是促进学生健全成长，使学生在课堂上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

有深刻的历史感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课堂德育教学既有

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也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应通过对高中历

史课堂中的德育教学进行记录、分析和研究，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寻找教材中的德育素材，促进学生构筑快乐课堂。高中历史课极具

人文价值，历史教师应该把握住德育目标，渗透课程中的德育内容，

使学生整体素养得以提升，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三）充分运用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来进行价值观的教育 

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学会抓住史料中的典型人物来对学生积极

开展价值观教育，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可以用来进行价值观的教

学，教师应该清楚分辨史料的价值观教育价值，选择正确的史料和

史料中的典型人物来进行价值观的教育。不论是什么史料都必然是

由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和史料中的人物所组成的故事，而人物

则是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价值观教育的重点，高中历史教师可以通过

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来教导学生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三、总结 
综上所述，德育是目前国内高中深化素质教育进程的重点，任

何学科的课堂教学都应该将德育渗透其中。首先，不论是任何学科

的课堂教学过程都不应该过于枯燥乏味，一旦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到

乏味感那么学科的教学和德育的渗透都无法成功，只有通过各学科

教师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打造出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进而在保

障完成学科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完成德育教学的任务，为国家培养出

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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