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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课程教学中，历史学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要着重关注德育教育，确保德育教学内容和

初中历史知识的高效融合。同时，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还要根据历史学科特征，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证历史学科教学的效果。本文对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必要性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了有效渗透德育的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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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thod of infilt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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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ddle school curriculum, history subject is a crucial component. Teache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 during teaching, ensur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middle school history knowledge. 
Meanwhile,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also closely monitor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istory subject teach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and proposes effective methods for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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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初中生正处在思想认知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正确

的进行引导，既能够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德育品质，让学生保持心理健康。

当前我国素质教育、德育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德育教

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实施已经不断深入。初中教学实践中，

进一步深入贯落实德育教育理念，是初中教育必须完成的

教学任务。所以，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

视德育思想的渗透，将其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提高历史

学科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一、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特点及必要性一、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特点及必要性

1.1 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特点

第一，知识性。既然是历史学科教学，就必然要突出

知识性，不可单纯为了德育教育脱离历史。渗透德育必须

要根据历史课来讲，在讲述历史知识的同时渗透德育教育
[1]。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课程本身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教

育材料，教师一定要深入挖掘德育教育的素材，对学生进

行德育渗透。例如，历史故事中的典型英雄人物，他们身

上的优良品德、精神，都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学生们认真学习，也需要初中生不断传承，从而进一

步让初中生深刻领悟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真谛。

第二，现实性。任何教学活动都需要具备现实性，否

则就没有了生命力，初中历史教学也是如此。虽然是历史课，

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在，时代改变了，我们在教学时要让内

容贴合现实，历史结合现实。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时要在

传承过去优秀历史文化，道德品质，丰富学生历史知识的

同时，让学生能够真正认识到历史教学的德育功能。比如说，

在讲述国共内战可以联系现在的红色旅游来讲，为何有红

色旅游？经过分析，让学生感知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为国

奉献的精神，并深刻体会到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来

自不易的，学会去珍惜 [2]。

第三，生动性。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教师往往都是纯

理论知识的灌输，也并重视德育渗透，教学效果不佳。新

课改实施后，对初中历史教学有了新的要求，教师在教学

时要使用多种方式让课堂知识呈现变得更为生动，调动学

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的交流、互动中，渗透德育

教育 [3]。

1.2 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必要性

第一，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素质教育重点在于人的发

展，学生要成长必然离不开知识的浇灌，也需要素质的支

撑，还需要历史的警醒。人类文明对人类社的发展意义深渊，

初中历史学科中涵盖了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历程，学生在

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了解多元化人类文明，并积极去思考，

理性去认识，潜移默化受到德育思想熏陶，获取成长动力 [4]。

第二，符合课程改革要求。历史属于人文性学科，教

学目标不可只是局限于只是的传输，要延伸到引领学生热

爱祖国、诚实守信等品质上，在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过

程中出现情感共鸣，树立真确的价值观念。初中生正处在

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德育教育的关键阶段，新时期

历史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需要发挥德育优势，突出教

育价值，符合课程改革要求 [5]。

    第三，有利于实现核心素养目标。德育教育是我国

践行核心素养教育的关键一环，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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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正确把握德育渗透点，能够将核

心素养教育的价值凸显出来。纵观历史教材，不乏有各种

影响深远的英雄故事、爱国故事，而这些都是德育教育的

内容所在，通过科学实施德育教育，更利于实现核心素养

目标。

二、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现状二、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现状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历史学科优势更为明显，将历史

学科教学和德育教育融合起来是必然所需。但在此过程中

还存在问题，无法将教学作用有效发挥出来，具体如下：

一是渗透度较低。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思想并没有得到

有效贯彻，有些教师还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历史学科知识

讲述上，忽视德育教育。即便是有涉及德育方面的知识，

往往都是简单带过，所花费的时间很少，这显然不利于德

育教育作用的发挥 [6]。二是教师教学思想较为滞后。在现

在的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一些教师的教学思想还是较为

滞后，并未正确对学生加以德育引导。在素质教育环境下，

初中历史教学越发重要，但是教学思维理念并未跟上时代

脚步，很多时候，教师都是将教材上的内容复述出来，或

者是对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做重点讲述，但并未注重德育

教育的渗透。所以，在历史教学时，教师并未全面贯穿落

实素质教育思想，自身的教学思想陈旧，没有将历史学科

的德育功能发挥出来。三是教学评价不科学。一般来说无

论是哪门学科的教师在教学时，都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及时的总结、评价。但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教师在

历史教学时，并未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给予科学评价，

这样，学生就不能对自身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无法

及时发现自身学习中的问题，影响学习效果 [7]。

三、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法三、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法

3.1 以史为鉴，传播德育观念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教学观念，

正确对学生加以引导，以史为鉴，渗透历史文化。如，在对《从

贞观之治到哦开元盛世》这一内容时，我就依据唐太宗治

理唐朝的发展情况，并围绕 “ 文化繁荣 ” 这一核心思想进

行深度学习，在播放 “ 贞观之治 ” 历史记录片的过程中，

启发学生去思考：唐朝盛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成就，

这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你会怎样评价唐

太宗、唐玄宗？让学生针对问题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

学会用历史唯物注意观点对历史任务进行评价，梳理历史

任务在唐朝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同时，

也可以更为理性判断他们在道德层面的问题，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8]。

3.2 创建情境，渗透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涵盖的内容很多，本身也较为抽象，教师不

可直接强加给学生。若是强加，当教师给学生讲述历史知

识时，学生可能会进入到相对抽象的学习环境中，不能对

德育内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无法将德育教育作用发

挥出来。为此，教师可以借助现代化的媒体技术手段，为

学生呈现直观、形象化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去感知、体会，

促使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如，《鸦片战争》这节内容主

要是对林则徐虎门销烟事件的讲述，若是教师仅仅将教材

作为教学资源，为将这段历史用语言的形式直接呈现给学

生，学生也知识大概了解虎门销烟的时间、地点这些基础

知识，无法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为此，我在课下专门搜集、

查阅了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看，让学生

通过视频，去体会林则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壮举，并从林

则徐虎门销烟事件中去感知浓厚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渗

透德育教育。

3.3 深挖历史资源，深化德育内涵

从现在初中历史课本的编排来看是明线与暗线的结合，

从明线看，一般都是以时间为线索推动历史进程；从暗线

上看，也蕴含了许多隐性资源，传输着民族精神品质，强

化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所以，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教师要积极去挖掘其中蕴含的隐性资源，把握历史教育本

质，进一步深化德育内涵。如，在《百家争鸣》 中关于 “ 孔
子与儒教学说 ” 这一内容进行学习时，我借助多媒体课件

展现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代表任务特点进行分析，并

带着学生对儒家文化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探究，让学生对

儒家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直至今日，儒学思想在中国都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儒家

文化影响深渊，这样也能够强化当代初中生的文化自信 [9]。

3.4 问题引导，确保德育教育效果

在以往的历史课堂上，问题都是为了对学生建构知识

的情况进行检验，教师能够从学生回答中清楚课堂实施效

果，意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或者是学生学习中的不足。

而问题也是让学生思考的前提，学生结合具体的问题对历

史知识进行深入解读，进一步发现其中所涵盖的历史知识。

所以，在初中历史学科中历史渗透，教师要用问题来引导，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对德育知识理

解更为深刻。如，在教学《太平天国运动》这课时，我先

用多媒体课件将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关图片、视频展示出来，

并提问学生：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爆发，是如何兴起，又

是如何发展的？让学生仔细浏览课本内容，查阅资料，对

太平天国运动有一个初步认识。接着我将太平太过运动的

两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展示出来，

对两个文件内容进行分析，感知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并通

过对北伐军征战过程的讲解，让学生被以林凤祥为首的北

伐军不畏艰险勇敢抗敌的精神品质所感染。再提问学生；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及

教训？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思考，通过思考，让学生正确

认识历史，强化学生的民族精神品质。

四、结束语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

历史学习现状及历史学科特点渗透德育教育。要以史为鉴，

传播德育观念；创建情境，渗透德育教育；深挖历史资源，

深化德育内涵；问题引导，确保德育教育效果，提升学 u
是的道德感悟，促使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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