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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传道，润物无声
——初中语文教学中“立德树人”的落实

刘冬梅

（哈尔滨市第十七中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点工作，这也为初中语文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语文学习中，培养学

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学生个性、创新精神与合作能力，成为语文教学的重点。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学的目标

不仅是让学生学习到具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通过基础知识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基于此，本文对初中语文教学

中“立德树人”的落实展开分析和研究，阐述了语文学科德育渗透的意义，分析出初中语文立德树人教育发展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初中语文教学中“立德树人”的落实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初中语文；立德树人；教学改革

语文学科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具有较强的工具性，还具

有人文性特点。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引导学

生学习基本的语文知识，还需要向学生渗透德育方面的内容，让

学生在感受语文知识的魅力同时，接受德育知识的熏陶，从而更

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一、语文学科德育渗透的意义

（一）学科的使命

语文是一门重要的交际语言，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是

人文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相互统一，同样也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因此，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于文基础知识的培

养，促进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倡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

培养他们形成积极的情感。立德树人教育是语文学科的重要组成，

它同样也是一项重要使命。

（二）教师的使命

作为新时代的优秀语文教师，应具备良好的素质品质。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这也是教育工作者应具备的美好品质。作为教

师应具备流畅的表达能力和机敏的应变能力，具备足够的责任性

和爱心。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部分学校将升学率当

作唯一的指标，很多教师更加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注重自己的

绩效考核，这导致忽视了师德师风建设，这种行为破坏了教师的

教育形象，也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程度的不良影响。

（三）学生发展的需要

从心理学品德发展的角度看，初中阶段的学生处于人格发展

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学生道德观念虽然已有了雏形，但还没

有完全形成，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立德树人教育是学校与教师共

同的责任。在这一阶段开展德育工作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

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性的学

科。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要素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

仅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深入感受到其中的人文

思想道德要点。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引导学生深刻感悟国家情怀，

并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提炼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形成良

好的道德修养。

（四）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家长和学生更加注重考试成绩，分数

至上的教育理念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情感缺失比较

严重，他们的社会生活体验并不多。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家长，

由于父母外出奔波，对于亲情的感知比较弱，无法建立与文本作

者之间的共鸣。而语文教学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

能力，而且让学生领悟文章中的思想内涵，从而深入理解其中的

意义，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

二、初中语文立德树人教育发展优势

（一）语文学科具有优势性

第一，语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特点。语文课程在传承与发展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语文是一门基于“听说读写”的综合性学科，学生可以

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并通过教师朗诵的抑扬顿挫，让

学生感受文章中的情感基调。只有让学生自行品味字里行间的内

涵，才能使学生将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强化德育成效。

语文学科能够自然而然地将立德树人教育渗透在基础知识教学中，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语文学科的应用较为广泛。除了语文课堂，生活的方

方面面也都是语文，校园文化墙、演讲比赛上都是语文学科，甚

至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语文。语文学科具有较强的广泛性也

决定了它能够将德育拓展到课堂以外，贴近学生的生活，具有较

强的实践性，相较其他学科有绝对的优势。

第三，语文学科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它在德育渗透方面的优

势。在我国的教育工作中，语文贯穿于整个学习生涯，高等教育

及职业教育都离不开语文学科，家长与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期望

较高。因此，语文学科的德育教育责任更加重大。

（二）语文教师具有优势

第一，语文教师自身素养。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一

特性也决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单纯地讲解基础语文生

字词知识点，还能够给予学生更多人文情感上的熏陶，教给学生

为人处世的道理。语文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人文

精神的弘扬者，教材中的文章不仅与文学有关，更与历史背景有

关。语文教师自身具有扎实的语文功底，系统掌握了中国文化概

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方面的知识。所有语文教师在培训期

间基本上都进行了海量的阅读，深入分析和调研文化典籍，并学

习到更多与德育相关的教学素材。例如，春秋时期先贤孔子就凭

借其言行留下了经典的《论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

这些都是丰富的德育资源。

第二，语文教师与学生联系密切。学生课上的听课效率某种程

度上能够体现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信任度。我国

古代教育者孔子的曾说：学生要对教师产生足够的信任，那么他第

一句话学生就能顺从，品德教育也可以事半功倍。语文学习的知识

一般源于母语，这是孩子们小时候接触过的知识，学生也会对教师

建立信任心和亲近感。语文教师用活泼生动的语调、感性的思维与

学生建立情感上的链接，有助于提高立德树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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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编写具有优势

第一，章节主题明确。语文教材基本上六个单元都会有主题

归纳，从而将德育渗透到单元教学之中。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

上中，第一单元介绍了各季节的美丽景象，从而让更多人领略和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和谐。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助于使学生感受

到教师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季节和大自然，从而加强人与自

然的亲密关系。语文教材主要是围绕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

爱人民的思想情感，并将教材的内容联系和整合在一起，在传授

学科知识的同时，渗透立德树人的教育内容，有助于更好地开展

育人工作，丰富了学生知识学习的渠道。

第二，教材选文经典。语文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选文经典；第二，选材广泛；第三，注意知识延伸。教材的选文

相对广泛，涉及到古风、民歌、律诗、绝句，同样也包括小说、

记叙文、童话等，蕴含着丰富的语文要素，具有其他学科无可取

代的作用。

第三，思想感染性强。语文教材与数学、物理、生物等教材相比，

更加强化思想，与历史、政治等社会科学教材相比，其感染性更强。

语文能够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教学，从而发挥出润物无声的教育作

用。因此，语文教材在立德树人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特点。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立德树人”的落实策略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引导学生学习基本的语文知

识，还需要向学生渗透德育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在感受语文知识的

魅力同时，接受德育知识的熏陶。因此，作为初中语文教师，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教学，从而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一）以教材为核心，渗透德育思想

德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效开展德育

教学工作有助于构建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将德育与语文学科密切

结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应立足

于教材资源，结合教材课文的内容开展教学，结合教材的核心思

想，挖掘其中蕴含的德育要点，真正实现德育教育与语文教学的

有效结合，提升人才培养成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人物形象、

文章内容、活动探究等领域开展教学工作，从而引导学生加强对

文章的理解，感受人物的身心发展特点，并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设置相应的教学活动。以课文为核心，初中教师应做好教学设计，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活动中收获知识点，提升个人的语文素

养，形成良好的德育品质，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目标，真正在语

文教学中渗透立德树人的要素。

例如，在《藤野先生》的教学中，教师结合鲁迅的生平经历，

结合学生前一阶段的学习开展教学，通过一句话作为导入：在鲁迅

先生创作的文章中，直接描写身边人的并不多。我们学过的《阿长

与山海经》中的阿长，《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

是鲁迅先生为数不多的描写身边人物的文章。同样，今天我们所学

习的人物也是鲁迅青年时期遇到的人物，他就是藤野先生，是个日

本人。大家思考为什么主人公能让鲁迅先生如此难忘？教师向学生

讲解藤野先生的特点，让学生深入学习藤野先生的良好品质。

（二）联系实际生活，提升学生素养

语文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多语文知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

总结而来的。因此，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结合实际生活展开学习，

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语文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点的重要途

径，这仍然需要学生与教师展开互动，这样才能与教师形成互动

机制，让学生学有所获，能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增强知识储备，

加深对文章情感内涵的理解。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选择相应的教

学问题，提出与生活相关的问题，并从实际生活出发、循循善诱

引导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思想上受到启发，从而形成良好的语言

思维能力。

例如，在《背影》的教学中，教师设置了相应的教学问题，

指导学生思考文章的语言特点，教师通过设置问题探究任务，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并积累更多的修辞技巧。在基础知识教

学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分析父亲角色的动作和神态，让学生感

受父爱之情，并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的实际生活进行联想，回顾自

己的父母。学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到实践讨论活动中，让学生深

化对文章的理解。

（三）结合丰富主题，落实立德树人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渗透的永恒主题，

语文学科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在实践教学

工作中结合文章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初

中语文教材中有不少爱国、爱人民的英雄，很多英雄革命先烈的

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因此，在爱国主义课文中，教师应引导学

生抓住人物的心理、神态、语言的描写句子，让学生分析其中的

人物语言对话，细致品味用词用句，并在故事情节中升华他们的

爱国情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查

阅资料的方式自主学习，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感受。

第二，培养学生民族意识。在每学期的开学之际，教师都要

引导学生上好第一课。用历史发展成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与责任

心。例如，《中国石拱桥》是桥梁专家茅以升用自豪的口吻介绍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

我国桥梁工程事业的快速发展，并让学生对比历史和现实，从而

看到当代工程与科技的进步，产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这样，有

助于学生不断努力，投入到祖国未来建设的事业中。

第三，渗透团结合作精神。当代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的生活条件与以往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这也导致他们容易

形成自私自利的心理。因此，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

习团结合作精神，并体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形成集

体意识。例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斑羚飞渡》这篇课文，让他

们感知整体的内容，启发学生在生活中应具备集体主义精神，让

学生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树立团队合作意识。

第四，渗透环保意识要点。环保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它成为社会聚焦的重点话题。学校教育具有承担下一代人环保意

识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需要有效渗透环

保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学习环保的重要性。其中，教师可以结合

描写大自然的文章开展教学，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提升育

人的成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阶段作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应重视情感教育工作，将培养学生的德育品质

重视起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需要将德育与教学工作联系在一起，

以教材为核心开展教学，联系实际生活进行分析，并结合丰富的

育人主题，有效开展育人工作。为了提高教育教学的成效，教师

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修饰教材中的内容，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从而调动自身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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