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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德育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渗透
刘金凤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灵山中学，广西 钦州 5354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高中生德育教育越发受人关注，这也为高中政治教学提出来更深层次的要求。政治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应当把握本学科的育人优势，依据新课标要求，加强德育教育的渗透，从而丰富政治教学的内涵和形式，彰显政治学

科的育人优势，为学生道德品质与思政素养的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此，本文就德育教育在政治教学中的渗透策略做了详细阐述，

以期能够给广大政治教师带来一些新的教学借鉴，共同为高中政治教学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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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课标指出，教师应当立足于思想政治学科特点，本

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加强德育教育的渗透，以

此来为素质教育的落实铺路搭桥。所以，在新时期，高中政治

教师应当摒弃以往言语填灌形式的教学模式和单一化的教学观

念，要秉承素质与生本教育观念，在教学实践中加强德育教育

的渗透，从而彰显政治学科的育人优势，让德育和素质教育能

够在高中政治课堂中落实到实处。

一、深挖德育元素，深化道德认知

对于高中政治教学而言，教材始终是其主要的教学依托。

所以在德育渗透实践中，教师应当以政治教材为依托，对其中

的德育元素进行深挖，然后将其传递给学生，从而达到深化他

们德育认知的目标。同时，教师也要与学生一同就这些德育元

素进行深入分析，要经常性地将其与实际生活进行联系融合，

以此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参照，助力其更好地把握相关知

识要点，让政治教学以及德育渗透效果都能够更上层楼。

例如，在讲授“中华文化”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依据章节

教学内容，与学生一同聊一聊身边的中华文化，如道德文化、

节日文化、风俗文化、建筑文化等等，然后对于其中的德育元

素进行着重分析，如教师可与学生一同就中华道德文化中的“勤

俭节约”展开分析，让学生们说一说为何要勤俭节约以及具体

要做到这些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等等。通过这种提问与互动相结

合的方式来开阔学生的德育视野，在保证其学习有效性的同时，

让他们的德育素养得以有力培养。

二、创设德育情境，提升德育效果

从客观角度来看的话，政治教学有着实践性强和抽象性高

等特点，这也使得一些学生很难把握到知识点的内涵精髓。对

此，为了进一步落实德育渗透教育，教师不妨将视角放在情境

教学之上，依据教学内容，创设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从而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参照，助力其更好地体悟相关知识要点，

潜移默化中为他们道德品质的发展提供良好助力。

例如，在讲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时，教师可依据信息

手段之便，展示《焦裕禄》《孔繁森》《抗震救灾》《抗击疫

情》等方面的影像片段，以此来创设一种视听一体、多姿多彩

的教学情境，刺激学生的视听感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立体、

直观且深刻地体悟到其中的道德内涵，激起他们内心的情感共

鸣，让德育教育在政治课堂开出绚丽花朵。

三、结合时事热点，彰显德育真理

高中时期，学生面临着多学科以及高考等多方面的压力，

这使得他们无暇来关注实时信息，而这显然是不利于他们政治

学习的。我们都知道，政治学科与时事热点之间有着紧密关联，

若想提高学生政治学习有效性的话，必须加强时事热点的课堂

渗透，以此来让学生认清社会发展形势，并结合这些事迹来更

深层次的理解课本内容。所以，在德育渗透实践中，政治教师

也要重视时事热点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通过对这些新闻事例

的分析，让学生能够便捷地把握到其中的德育内涵精髓，从而

塑造他们正向化的学习观、价值观以及思想观，助力其更好地

发展。

例如，在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识点时，教

师可引入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九大报告，是学生

能够更加便捷和深刻地体悟到该章节知识点的要义内涵，并且

进一步让他们的辨析能力得到提升。

又如，在讲授“民族精神”时，教师一方面可展示像甲

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以往封建以及革命时代的真实事迹影像，

来激起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可与学生一

同讨论近期关于抗击疫情等方面的真实事迹，与他们一同分

析钟南山等人身上的品质精神，并且让学生发表一下自己的

看法，这样一来，不但能提高政治教学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而且还能让学生的道德素养得到有力培养，从而为德育教育

的良好落实奠基。

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依据时事热点，创设议题形式的课堂，

指引学生以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德育分析。还是以“民族精神”

课程授课为例，当教师展示完相关时事热点之后，可秉承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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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和同组异质原则，在班内组件多个 4-6 人的议题小组，然

后布置“探究其中民族精神”的组别任务，指引各组成员通力

合作，通过相互讨论与分析来完成组别任务，最后教师可指引

各组学生以此阐述答案，并与他们总结出本章节知识点的内涵。

这样一来，既能激发学生对政治和对德育知识的学习热情，而

且还能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推至教学主位，使他们的思维能力、

道德认知、综合素养等均得到良好培养，使德育教育能够更加

便捷地落实。

四、引入实践活动，培养道德品质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教师若想保证教学效果的话，单纯依

靠言语形式的授课显然是不现实的，还需辅以科学有效性的实

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内化学生的认知，使他们能够在脑海中

快速构建起知识框架，并且获得能力与素养的提升。而在政治

教学中，经常会设计到一些具有探究兴致的问题，在面对该部

分知识点教学时，教师可将实践活动引入到教学中来，积极为

学生创设德育实践的契机，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找到

课程知识与德育认知的落脚点，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使他们

的德育品质得以良好培养。

例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积极举办政治实践活动，指

引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探望敬老院、帮助贫困生等多种

道德实践中来，倡导学生积少成多，逐步树立自身正向化与健

康化的思想三观。与此同时，教师也可积极开展以德育为主题

的知识竞赛或者板报制作大赛等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起

学生的德育学习意识，并借此契机营造良好的班风校风，让学

生能够在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感受到一股道德清风，使它

们能够以更好的态度与情感投身于学习中来。

五、革新教评模式，促进德育落实

在高中教育教学中，各个学科通常都以考试来对学生的学

习效果进行评定，政治教学同样也不例外。然而，我们都知道，

新课改旗帜下，高中政治教学目标也由以往的成绩至上模式转

变成现在的素质至上模式。所以，如果在教学实践中，单纯依

靠成绩来进行教育评价的话，不但会给学生带来诸多压力，而

且也会给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带来诸多阻碍，更不利于德育教育

的渗透与落实。

对此，在教学实践中，政治教师有必要秉承素质教育观念

对教评模式加以革新，以此来为德育教育的落实提供有效助力。

具体来说，教师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其一，要对教学标准加以革新。以往的教评标准都是成绩

与结果，极容易让学生阐述厌恶或抗拒心理。所以，教师应当

立足德育教育和政治教学要求，对教学标准加以革新，如可在

考评学生成绩的同时，将道德表现、日常品质、课堂积极性等

内容归入到教评标准之争，从而以全面化的教评标准来为学生

道德素养的发展保驾护航。

其二，教师在教评实践中应当做到真实与客观，尤其是要

秉承多鼓励与少批评的原则，在面对一些道德品质欠佳的学生

时，更要倾注自身的关心与爱心，通过悉心地引导与鼓励来逐

步校正他们的认知观念。

其三，要丰富教评形式，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要坚持

师评，并给予学生更多正向化的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将自评、

互评、家评以及社评等多种教评形式引入到课堂中来，从而是

学生能够在多样化的教评形式中获得更多的道德认知，让他们

的道德素养得以有序化培养。

六、结语

总之，在素质教育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加强德育教育在高

中政治教学中的渗透有着诸多现实意义。广大政治教师还需立

足本学科教学特点，秉承素质与生本教育观念，运用新思路、

新方法来打造德育形式的政治教学新常态，从而在提高政治教

学有效性的同时，为学生道德品质、思想素养以及价值观念的

正向化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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