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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 0 1 1 年版）》强调：“语文课
程的性质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源于
语文的综合、实践功能，而其人文性体现在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
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
素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因此，语文课程使神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国家领导人也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足
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绪对美文，其
中所蕴含的育人主题能很好地陶冶学生的情操。如果教师能充分的
将语文教材作为对初中生德育教育的载体，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
引导，开展相应的立德树人教育，那么德育教育就不再是空洞、简
单的说教了，它将变得形象生动，有目的、有意义[1]。

1　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1.1有效开展德育教育能引导中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
初中学生生活阅历浅显、学识积累欠丰富、缺乏社会洞察力、

思想单纯，对社会和一切人、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希望家长、老
师将自己看作是大人，想去尝试大人所做的事，此时的他们叛逆
而冲动，在幼稚中寻找成熟感、认同感、存在感。而这一时期正
是初中生形成正确思想观念的关键期，所以，教师要抓住初中生
的身心特点，在语文教学中适时、适当、适法的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让德育教育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中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生
命、热爱学习的意识，养成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为今后的
成长、成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

1.2有效开展德育教育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
在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下，对学生的评价早已不在是单看知识

水平和考试成绩了。在新时代“五育并举、德育先行”的背景下，
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仅满足于培养具有良好知识文化素养的人才，
更是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素质和思想品质的人才，而良好的道德
素质和思想品质又能让学生以积极、向上、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学
习和生活。因此，良好的德育教育能不断地激发学生的进取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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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整体素养[3]。
2　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融入德育教育
2.1 欣赏祖国壮丽山河，在诗歌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
语文教师在研究教材的时候，需要把自己融入课本，融入文

本情景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体会作者的
思想感情。同时，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也要巧妙地借助教材，
对学生开展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德育教育，把德育
教育融入语文教学中。把语文课教到学生身上，教到学生心中，这
样语文课堂才能起到锻炼学生人格，陶冶学生性情，提高学生品
德素养的作用。

语文教学内容中有一块是诗歌教学，诗歌具有语言精炼、节
奏感强、情感丰富的特点，学生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教
师在进行诗歌教学时，首先可以通过简析让学生大致理解诗意；
其次启迪学生思维，让其在品味诗歌语言时感悟其中包含的作者
的情感，再根据写作背景体味诗中蕴含的道理；最后结合学生实
际情况，将诗中的道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从而达到锻炼学生人
格，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4]。

在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多写景的佳作。例如：李白在《望
天门山》中通过写东流碧水、两岸青山、孤影白帆、一轮红日，
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又用“断”、“开”、“流”、“回”、“出”、

“来”六个动词，呈现出山水景物跃跃欲出的动态，好一幅辽远
壮阔之景展现在了学生面前。再如：《渡荆门送别》中用“随”、

“尽”、“入”、“流”四个动词，作者为我们展现出了山岭的起伏
连绵，原野的平坦广阔，长江的奔流直下，荒原的辽远无际。还
如：陶渊明笔下的《饮酒》、《归园田居》等山水田园诗也展现了
一幅幅恬静、优美、朴素的大自然美景图。在这类诗歌教学中，
除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而外，还可以联系实际，
帮助学生树立环保意识，确立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这样
也就实现了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发挥语文学科教学立德
树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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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优选生活题材，在散文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
散文，以其“清新隽永、意境深邃”著称。在散文教学

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还要逐步培养学
生形成热爱“美”，追求“美”的观念以及欣赏“美”的
能力。选入初中教材的众多散文中，尤其是叙事性散文最贴近
学生的日常情感体验，我们可以在这类散文教学中适时、适当
的开展思想品德教育。

例如：朱自清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背影》。文中叙述了祖
母去世，作者和父亲回家奔丧后，父子离别前，父亲送他上火车，
替他买橘子的情形。文中四次写到父亲的背影，其中作者详细地
描写了“望父买橘”的背影——父亲拖着肥胖的身体，步履蹒跚
地走过铁道，在月台攀下爬上的背影，融化了儿子的心。在这平
凡的生活、朴素的文字中，作者细腻而深刻，真挚而感人地展现
了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和疼爱。教学这篇散文时，我们可以引导学
生去发现和感受生活中父母对自己的照顾和关爱，以及引导学生
懂得去感恩、回报父母。

又如：鲁迅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文中回
忆了自己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的经历，塑造了与藤野
先生从相识、到相处、再到离别的过程。塑造了一位在穿着上不
拘小节、在教学上严谨踏实、在育人上有着诲人不倦精神的真君
子形象，高度赞扬了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的美德以及对中国人
民真诚的友情。这一次留学也改变了作者学医救国的思想，他最
终决定弃医从文，从思想上唤醒麻木的中国人，表现了作者强烈
的爱国主义思想。通过这篇散文，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对学生穿插
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学生尊师重教的理念。

2.3重视学生情感需求，在小说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
语文教学不仅要发挥工具性,更要注重它的人文性,语文教师

应该借助语文课文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想道德内涵,将语文课堂演
绎为德育教育的大天地，起到立德树人的作用。

例如：法国作家莫泊桑在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文
中讲述“我们”一家人在旅游途中巧遇叔叔于勒的经过。文中的
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爱憎，完全取决于于勒是否富裕，文章通过
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小资产阶级
爱虚荣的心理，展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毫无亲情可言，
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当然，小说在展现人性的冷酷和自私、虚伪和虚荣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在文尾写道
约瑟夫对穷困潦倒的亲叔叔于勒的怜悯中，看到了作者展现出来的
对骨肉亲情的重视、对弱者的同情。要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融入德
育教育，教师可以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亲情观”

“金钱观”，培养学生形成“情比金坚”的意识。让学生在生活中去
寻找、感受、体味浓浓的亲情，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又如：俄国作家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变色龙》。文中
记叙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一件狗咬人的案件。在文中作者通过
对奥楚蔑洛夫在审案时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描写，写出
了奥楚蔑洛夫得知小狗的主人是普通人家时的飞扬跋扈；写出了
奥楚蔑洛夫得知小狗的主人是席加洛夫将军时的恐惧和紧张。作
者就是用生动的语言，对奥楚蔑洛夫不断变化态度的细节进行了
描写，塑造了一个左右逢迎、见风使舵、虚伪可憎的“变色龙”形
象。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养成
卸下伪装，以“诚”待人的品质，将德育教育恰当地融入到语文
教学中。

2.4探索经典名篇，在文言文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
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我们同样能够实现锻炼学生意志，陶

冶学生性情，提高学生品德修养的目的。
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教师先通过背景介绍，让学生

了解到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

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
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但改革触犯了
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强烈反对，最后改革以
失败告终；再经过课文分析，让学生寻找作者描写岳阳楼晦明
变化、风雨阴晴的自然景物的句子；最后启发学生思考这些变
化的景色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有什么关系。从而
让学生领会出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教师可以借此
教学内容来培养学生的爱国爱民的情操以及豁达的胸怀。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教师应该好好利用文言
文这一素材，将德育教育融入到语文教学中，继续发挥语文学科
教学立德树人的作用。

2.5寻找德育元素，在名著阅读教学中播下德育的种子
阅读启迪智慧，广泛地阅读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

的知识，净化我们的心灵，古人也曾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可见，阅读对每个人尤其是初中生来说相当重要。
而初中教材中选择了古今中外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名著来补
充学生的课外阅读，给初中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例如：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具有自传色彩
的长篇小说——《简·爱》，小说以主人公——简爱的成长经
历为线索，叙述了孤女——简爱在历经各种磨难时，始终坚持追
求自由与平等、独立与自主、勇敢与尊严的故事。小说中最引
人入胜的是罗切斯特和简爱的一波三折的爱情经历。在这一经历
中我们看到：出生上层贵族阶级——罗切斯特与出生卑微的家庭
教师——简爱，抛开世俗的眼光勇敢地追求着幸福。小说中的简
爱不仅追求人格的平等还追求她和罗切斯特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她在爱情中表现出不卑不亢，勇敢理智的态度。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指导阅读时，可以引导学生去学习主人公简爱勇敢、坚强、独
立的性格；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爱情观。又如：元末明初施耐庵编著的章回体长篇
小说《水浒传》，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各自不同被逼上梁山
的经历、以及水泊梁山不断壮大后来接受宋朝招安、为宋朝征战
外敌、最终消亡的故事。全书最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大批鲜活
的英雄人物形象，如：看不惯恶霸仗势欺人而拳打镇关西、看不
惯林冲被衙役欺侮而大闹野猪林中的花和尚——鲁智深：他嫉恶
如仇、侠肝义胆、勇而有谋、豁达明理；在景阳冈酒过三巡，借
酒壮胆为民除恶虎、因哥哥惨死而斗打西门庆的行者——武松：
他崇尚忠义、有勇有谋、有仇必复、有恩必报，是下层英雄好汉
中最富有血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攻打曾头市中的托塔天王——
晁盖：他仗义疏财、耿直真诚、重情重义、刚正不阿、专爱结交
天下好汉。教师可以借此让学生学习英雄行为、崇拜英雄形象，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树立起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的信
心和决心。

总之，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学生内心中形成一定的道
德品质、人文修养以及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师就
是要把语文教材中隐含的固有的德育内涵挖掘出来，在知识的传
递中，在情感的培养中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将德育教育融入
到语文教学中，有效发挥语文学科教学立德树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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