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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新课程背景下历史课堂渗透德育教育策略初探 
◆王俊民 

（重庆市渝南田家炳中学校  重庆巴南  401346） 

 
摘要：历史课堂的德育功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新课标的三维目标中

尤其强调“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本文探讨了在历史教学中渗透道

德教育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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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
与规范，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
作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历史时代的杰出人物以不同的
风姿展示人类优秀的道德风貌和优良的道德传统，这是对学生进
行品德教育的生动材料。在历史教学中怎样进行有效的德育渗透
呢？ 

一、历史教师首先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成为学生的道德榜
样 

乌申斯基说：“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教师
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结果。所以，在历史教学中
进行德育渗透，前提是历史教师要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在思想，
道德，文化等方面真正成为学生的榜样，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
范。只有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才能达
到“以德服人”的效果，道德教育才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 

二、教师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
和德育体验之中，从而实现德育渗透的目标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根据教学大纲的安排进行教
学，课堂“满堂灌”，而学生是“容器”和观众。新课改下的教
师，是学生学习和个性发展的促进者。因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育
人，是要培养学生具备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国民意识、民主意
识，国际精神。教师就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不但要关注教学过
程中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更要重视“非智力因素”即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比如在教学《新航路开辟》时，我将郑和
船队的规模与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明清中国社会的衰落同哥
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的困难艰险以及促进欧洲社会发展相比
较。学生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强大的反差，心理受到巨大的震
撼，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树立强烈的国家、民族、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教师应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
学活动和德育体验之中，不断地引导和强化，从而实现德育渗透
的目标。 

三、历史教学要明确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 
历史新课程标准认为，三维目标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交融、

相互渗透的连续过程和有机整体。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体验与
培养，在历史教学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比如通过戚继光英勇抗倭
的史实以及“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明志、通过甲午战中
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反对外
来侵略浴血奋战的慷慨、通过吉鸿昌临刑前“恨不抗日死，留作
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高歌……，中华民族忠心
报国、勇赴国难的美德便深深地刻在了学生的心灵之中。又比如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国耻家仇，司马迁被处宫刑后忍辱负重１
５年终成《史记》，徐悲鸿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决不趋炎附势……这些英勇不屈、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精神，
可以让学生终生受益……总之，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时，一定要
利用历史长河中丰富的道德人物，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德
育内容，实现德育目标。 

四、历史教学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道德渗透 
在当前新课改的背景和理念之下，历史教学进行德育渗透，

应当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强德育的情境性、趣味性和实效性。 
1、寓德育于历史故事之中 
历史故事彰显德育教育光芒，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远远

超出故事的本身。比如，在《戊戌变法》的德育渗透中，我从当
时瓜分大祸、民族危难迫在眉睫的历史背景，讲述了资产阶级维

新派为救国图存挽救民族危亡、而 后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变
法失败的故事，对学生进行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课本中
就有许多故事，通过故事使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情感不断得到了影
响和强化，德育目标也在故事之中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  

2、创设情境潜移默化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我们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

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如我在教学《辛亥革命》
时，创设情境进行德育教育。提出问题：①1894 年，孙中山先
生留学美国，丰衣足食，为何还要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奔走
呼号呢？②什么精神力量支撑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历程中屡战屡败，愈挫愈勇？③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哪些启示？
随后我又给学生展示了“孙中山在 19 世纪末给李鸿章的变法奏
章、20 世纪初提出的旧三民主义、1924 年的新三民主义中的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这三则材料，根据材料进行情境教学。 

3、以主题（专题）为突破口深入挖掘 
“真理不辩不明，事实不讲不请，道理不议不透” 。特别

是高中生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他们的自主意识与思维的批判性明
显加强，认知过程和道德情感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和自觉
性。他们反感生硬的譬喻、直接的结论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历史
老师在教学中，可选择课本的一些重点亮点德育材料，以专题或
专题形式，组成小组方式进行探究、辩论、讨论、演讲，或者写
论文、感想等。通过这些主题活动，使学生进一步树立正确的观
点，由此获得的思想道德观念深深扎根于脑海，德育效果显然较
好。 

4、影视、诗歌、名言等艺术作品的欣赏品评 
历史教学中，有许多的影视、诗歌、名言等艺术作品可以利

用作为历史教学的补充，这类作品也是进行德育教育不可多得的
素材。历史教学应该适度利用这些题材进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
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如电影《甲午风云》、《开国大典》
等，还有许多的历史纪录片等等。这种历史再现的方式进行的德
育教育，学生欢迎，道德渗透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同样，在历史
教材中还有许多反映时代的诗歌和名人名言，如吉鸿昌就义前的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周恩
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些简洁精辟的诗歌和名言精辟
深刻，富有哲理。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如果能正确引导学生欣赏品
评这些艺术作品，不但有利于对教材的深刻理解，而且还能深化
道德教育。 

总之，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道德教育的方法形式还有许多，德
育是一项长期巨大的工程，而对学生进行道德渗透，不断提高他
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每一位教师义不容辞的任务。在课改之路
上，“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