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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学校的课堂作为一种渠道，将教材为

一个载体的理论知识传递程序，包括高校在内的所开设

的所有课程，其中既包括理论课程，也包括实践课程，

是显性与隐性相统一的育人课程。小学语文教育对于促

进小学阶段的小学生的真、善、美具有重要作用，丰富

的人文精神活动可以调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组织开展相关任课教师进行思政课程培训，以增强小学

语文课程育人功能为前提，开发具有德育元素的特色小

学语文课程为任务，坚持以德施教、以德立学、以德立

身，同时还需要注重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教育的加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承和创新，培养

学生全方面的正确、健康的发展。

一、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的意义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在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将小学语文教育与课

程思政相结合进行课程教学，将课程思政理念从头到位

贯穿至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阶段，然后通过顶层

设计的教学模式，让所有的小学语文授课教师都能够挑

得起思政的担子；同时还需要强化课程的质量，在小学

语文教学的课堂上绽放出思政的绚彩之花。形成一种小

学语文教育课程与思政课协同育人、同向同行的“大格

局”，从而实现知识传授和课程思政、能力培养和价值引

领、和素质提升教书育人的相互融合。能够更好地提高

中国青少年的美育教育程度、人文素养，增强他们的审

美能力、创造能力，在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相衔接

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来帮助他们建立起正确健全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二、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的优点

（一）知识性

课程思政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立德树人，即以实

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育人，同向同行。

课程思政中蕴含来丰富的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功能，

与小学语文拥有的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相结合，形成了

更为广袤的教学文化资源。能够引导学生从感性的认知

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在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教学相

结合的过程中学会思考、探究，从而提高自身的创造力

和创新思维。

（二）人文性

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从本质来说是为了

实现立德树人，其中充满了各种的文化现象。我国的小

学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育，承载了对中国历史生活、社

会文化的体验与感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是一种

对生命的“自然人化”。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

不仅是对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而且在育德与育

人的有机结合中，可以让学生在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的同时，从自身焕发出一种再创造的创新精神。对于我

们培养学生的感情、品格、素养、道德等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积极作用。

（三）引领性

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课程思政能够将三者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化。小学语文教

育中进行思政课程的教师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任务，将正

确、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引导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帮助学生在素质基础教育中，感受民族优秀文化的生命

力和感染力，从而在丰富了自身的人文素质的同时，能

够帮助学生塑造一个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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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

（四）时代性与开放性

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就是用正确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素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握住

历史、时代的正确发展方向，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完善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

系和内容体系上显露出时代性与开放性，同时深入小学

语文教育的育人目标，深入其中，挖掘出具有传统文化

特色的社会人文专业知识体系中的精神内涵和思想价值。

继而才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培

育、输送祖国所需要的真正人才，“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

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

三、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

笔者实地走访了临洮地区较有代表性的 11 所中小学

以及那曲地区若干所学校教师，通过半访谈法访谈相关

小学语文教师等，来了解临洮地区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

思政教学的现状，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统计与分析研究，

我们发现，临洮地区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中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部分学校的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仍然是以

填鸭式的授课方式，这种传统的文化知识教育观认为教

学就是将知识填完学生们的大脑，就是我们在这个客观

世界里通过实践所认识到的成果，即知识。知识是从属

于文化概念的，包括认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自然规律和自然力，也包括我们人类群体以各样的方式

去探索、赋予我们自身以及这个世界以意义。但是目前

学生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大部分来自于被动的机械的、静

止的、重复性的练习。这种灌输式的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思政教育教学，不利于开拓创新、发散的思维，对于教

师没有讲过的不敢做、甚至不敢想，在这样的恶性循环

下，学生们又怎么能够发明、创新呢？

（二）教学管理理念落后

部分学校的仍是以老师为主导、权威，学生只能被

动地接受教学。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

是注重育人的教学思维，引导学生增强创新精神、创造

意识和创业能力，目的是帮助学生不仅学习传统文化知

识，而且有利于其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然而以老师为

主导的教学情况下，学生学习的知识范围被限制在条条

框框内，不仅人文知识不能融会贯通，而且没有实践的

学习，理论知识也不能更好的理解。导致达不到国家提

出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这种“以教师

为中心”的观念将学生们的创造力扼杀了，对于身心的

成长而言无任何益处。

（三）师资队伍教学理念需要加强

其中不乏一部分的小学语文老师对自身的思政教育

水平不够重视，不思进取，对学生的课程思政教育、课

程思政学习等成长相关关注不多。在这种错误观点的影

响下，教师们对自身的课程思政建设有待加强，无法将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与小学语文教育课程教学很好的相

结合，发挥不了课程思政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学思不能结合，知行无法同一，对学生们的探索、创新

精神的增长也就可想而知，提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更

是无法提及，需要对新时代的教师的教育育人职责进行

更深的深化和拓展。

四、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思政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我们从孩童无法言语的时候就展出对这个世界的热

爱以及探索未知的好奇倾向，但是这种源自于本能的自

然倾向，在后天的、非自然的强化和训练中被强制的改

变、遏制，甚至在某一程度上来说是被“扼杀”了，大

部分都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原有的倾向。通过将小学语文

教育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课程中将

爱国情怀深入厚植、对品德修养加大加强、对奋斗精神

积极培育，继而能够全面提升学生们的综合素质，这样

不仅使得学生开拓了眼界，学习了相关的人文知识，同

时在思政教育下增强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丰

富学识，增长了坚实，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成为一个符

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所应该具备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条件。

（二）加大教学资金的投入力度

加大对校园内的课程思政教学资金的投入力度。比

如在教学器材的设施设备方面，在根据校内学生的需求、

兴趣、接受能力等做好充分调研的情况下，配置相应的

教学器材设备。同时课程思政教学需要结合小学学生自

身的实际需要，并且家庭也需要意识到课程思政对孩子

成长发展的价值，并为之付出相应的精力。以健全“三

全育人”的教育机制为己任，结合生动的小学语文教育，

形成富有特色的立德树人文化，创建一个主动育人的有

机氛围。

（三）建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教学课程体系

通过建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

程思政教学课程体系，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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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的方式传播给他人来了解中

华民族深厚的优秀文化，切实对接学生对于人文知识需

求、关注学生课程思政动态，在应用小学语文中的人文

知识与思政结合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进行

正能量传递。“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

和人文素养。”是认识自我和个人成长的一种绝佳方式。

让学生能够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

将专业学科的人文认知、哲学思辨与正确健康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相结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且在

此之上，需要引导学生们能够坚定理想的信念、锤炼出

坚固的意志，成长为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良好的职

业素养修养、对不懈追求的工匠精神和跨界整合能力，

胜任行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的复合人才。

五、结束语

“在所有的课程教学中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有机统

一，提炼出课程中蕴含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

信、人文精神等价值范式，使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行为

方面有正确的方向。”良好、健康的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

思政相结合，能帮助我们从孩提时就开始培养思政与文

化方面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学会判断并培养品味，在此

基础上积累素质修养，继而为每个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

内涵打好基础，并为走向开放的世界准备坚实的预备。

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教学的学思结合、知行统

一，可以为学生们打开属于文化知识的殿堂大门，能够

培养审美观，丰富个人的美学常识，更能有效提高国民

素质，无论是否能成为学识广博的研究者，但是每一个

人都都能够从这种与思政结合的教育中获得成长，利国

利民。将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小学语文教育与课程

思政教学相结合，培养中华民族文化继承人，传承中华

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为宗旨，大力发展教

育、科学、文化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

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同时，根据国家提倡

的治理理论，将小学语文知识体系教育与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激发起学生们在情感的共鸣，从

而能够引导学生铭记使命与担当，并且充分认识到我们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正确性，对中国制度更加充满信心，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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