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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课程思政被广泛引进小学教育教学体系中。在此背景下，我国愈发重视彰显小学语文学科

的德育功能。加强德育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融入与渗透，实质上是以建设课程思政为导向，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融入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从而让小学语文学科发展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基于此，本文围绕课程思政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中

加强德育渗透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当前影响德育渗透的现实因素，着重探讨了如何促进小学语文教学与德育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期有效

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课程思政；小学语文；德育渗透

“基础教育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要论述

表明基础教育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事业，也为新

形势下德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指明了方向。作为基础教育

的重要构成，小学语文学科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在建设课程

思政的社会大环境下，小学语文教师应积极将德育教育渗透到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充分彰显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

一、课程思政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现实意义

顾名思义，“教书”即把课本上的知识教授给学生。这是对

教师工作的传统认识。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化，《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重新绘制了培育时代新人的

蓝图，其通过凝练各门课程、学科的核心素养，科学地回答了如

何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由此可见，在新时

代背景下，“教书育人”实现了深度融合，传统以学科本位、知

识本位的课程教学逐步过渡为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本位。因

此，课程思政背景下，加强德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不仅

有助于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还能促使教师以核心素养培育为导

向，将“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

进而从道德层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引领其逐步成

为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二、影响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现实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教学理念是小学语文创建教学活动、构建高效课堂的行动指

南和方向指引，是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学生学习行为的直接因素。

然而，由于传统教育教学理念的长期影响 [3]，部分家长仍将升学

率作为评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指标，从而迫使部分教师的

教学重点发生了偏移，即过于重视讲解知识点、灌输学科知识，

以致于忽视了德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语文学科具有鲜明

的人文教育属性，但因传统教学理念的干扰，语文教师难以在课

堂教学中给予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进而制约了其道德素养的提

升与发展。由此可见，教育教学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德育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的渗透 [4]。

（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小学语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采用的方式方法，直接关系着学

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课堂参与性的提升 [5]。部分语文教师在渗透

德育时并不注重方式方法，习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传

授枯燥晦涩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不仅未能充分保障学生的主

体地位，也未能充分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导致其难以将

相关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准则与内在品质。同时，德育强调借

助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深化学生对道德理念、道德规范的认识和

理解。然而，侧重理论灌输的单一化课堂教学，未能充分发挥德

育的优势，以致于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6]。

三、课程思政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渗透的路径

（一）创新德育渗透方法

新课程改革强调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对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渗透德育时应将学生从枯燥、机械地教学

模式中解放出来，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渗透方法，引领他们在潜移

默化中感受德育的熏陶，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寓教于乐，构建高

效化的德育渗透课堂。以《桂花雨》为例，作者通过回忆童年时

期与母亲一同摇桂花的场景，用文字抒发了自己对故乡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和怀念 [7]。因此，为引导学生深入感悟、理解作者所

传达出的思想情感，语文教师可以借助情境教学法，通过在课堂

上还原“桂花雨”的场景，让学生在角色模拟中沉浸式体验学生

对亲人、对生活的无限眷恋 [8]。这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

的情感内涵。在此基础上，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围绕“桂花雨”

进行自由创作，鼓励他们表达自己对“桂花雨”的美丽、对作者

情感的理解。自由创作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发散性思维，

还能够提高德育教育的渗透效率，实现语文学科教学的寓教于乐。

此外，以《观潮》为例，语文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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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通过播放钱塘江大潮的实景场面，给予学生丰富的视听体验，

从而引领他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形成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

感 [9]。

（二）组织实践体验活动

德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应延伸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

课外实践中。对此，语文教师应彰显学科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

结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基本特点，创建丰富多彩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进而引领学生在学以致用的实践探究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养。以《狼牙山五壮士》，其生动形象地诠释了爱国主

义精神。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将这种精神内化为自我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踊跃参与到实践探究中 [10]。例如，以“了

解我身边的英雄事迹”为主题，让学生通过街头采访、实地调研、

查阅地方志等途径，深入了解当地的英雄事迹。引导学生在亲身

体验中感受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更有助于提升德育渗透的实效

性，从而促使其主动将英雄乐于奉献、伟大无私的精神内化为自

我的行为准则 [11]。同时，语文教师还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博物

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深化学生的

自我思考与感悟。例如：“为什么英雄们乐于为国家奉献？我们

该如何继承英雄们的美好品质和道德精神？”借助实践活动强化

德育教育的内化，不仅有助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

还能够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准则 [12]。

（三）家校共筑德育环境

要想有效提高德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效率，离不开家

庭的支持。家校只有实现深度合作，才能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德育

氛围，引导其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和道德准则 [13]。以“家乡的风俗”

为例，语文教师可以采用“课堂教学为主，家庭引导为辅”的合

作模式。首先，结合单元内容，语文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带领

学生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并借助讲故事的方式，帮助他们理解

这些风俗背后的道德意义和历史渊源。随后，语文教师可以通过

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到德育教育中 [14]。例如，

家长结合自己的成长故事，向学生介绍家乡的风俗习惯，并让学

生将这些故事撰写为作文。同时，语文教师还可以邀请家长参与

课堂构建，通过组织“家乡风俗分享会”，邀请家长到校与学生

一起展示丰富多彩的家乡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家校合作，还

能有效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促使家校在深化合作的基础上为学

生创建良好的德育氛围，从而促使他们在德育氛围的熏陶下形成

良好的文化自信和道德素养 [15]。

结语：总而言之，课程思政背景下，加强德育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渗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小学语文教

师应摒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以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通过创

新教学方法、组织体验活动、深化家校合作等途径，有效彰显学

科的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从而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

的德育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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