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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功能
李小菲

（梧州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随着新时期社会发展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越来越复杂了，作为中职教育的重要内容，语文学科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语

言表达能力，也可以向学生渗透德育教学。借助语文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一方面可以优化中职德育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可

以给中职语文教学带来新思路。在本文中，我将对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教学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职语文；德育渗透；策略研究

语文学科中蕴涵着丰富的德育素材，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

育教育需要教师挖掘语文学科的德育素材，并在教学过程中有

效融入。在现阶段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往往重视对学生表达

能力、语言逻辑以及理解能力的训练，忽视训练学生意志品质，

也忽视引导学生道德品质发展。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给中职语文

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在课程思政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学

重新考虑语文教学的德育内容，有助于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提

升语文教学质量。

一、挖掘教材德育因素，发挥语文教学的思想性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融合德育教育的参考，教师需要挖掘

语文教材中的德育素材，利用语文素材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的

特点对学生渗透德育教育。

例如，在学习《雷雨》这篇文章时，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

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文章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结合文

章想要表达的思想，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比如分析资本家周

朴园这个人物，这是文章的重要人物，作者介绍周朴园时将周

朴园身上的性格特征刻画得很鲜明。他见到鲁侍萍时候并没有

认出她就是他口中当年的爱人侍萍，可是他言语之间却表达出

他对侍萍的爱意，作者用这前后的矛盾刻画出周朴园的虚伪，

作者将周朴园作为资本家的缩影，揭露出资本家身上虚伪的一

面。分析完周朴园的人物特征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谈一谈自己

对周朴园的理解，在学生表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延伸到实际生

活，让学生思考通过分析这个人物自己得到了怎样的生活感悟。

学生可能会说他更明白了真情和虚伪的区别，不要像周朴园一

样为了名利放弃爱人，言行不一。

由此，教师在挖掘语文教材中德育因素的基础上指导学生

展开讨论交流，充分发挥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通过分析语文

教材，找准了语文教学渗透德育的切入点。

二、优化语文教学过程，促进德育教育的渗透

语文教学和德育教育的融合不仅仅要在语文教学内容上做

出改变，还应该在教学方式上进行创新。凸显语文的德育价值

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思考。问题驱动模式、

自主探究模式都可以作为将语文教学与德育教学有效融合的优

质的教学手段。

比如，在分析《拿来主义》这篇课文的时候，可以将问题

驱动模式和自主探究模式有效融合，启发学生思考德育问题。

例如，教师可以这样引入课程：“同学们，我们都知道鲁迅是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文章都深刻批判了当时

的社会，目的是启发国人的心智，今天我们要学的文章是《拿

来主义》，我想请你们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要写《拿来主义》

呢？”这一问题不仅有效引导了学生的思维，也将文章分析和

德育教育有效结合起来。学生通过阅读、分析，得出“拿来主

义”的实质，即“一味地向别人学习，对自己的东西全盘否定”。

然后学生分析拿来主义的危害性，也即分析它的德育价值，得

出“拿来主义”的危害性，进而学生可以知道我们应该以怎样

的态度看待自己，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外界。从这篇文章中，学

生还可以分析鲁迅的爱国情怀，在当时，中国到处充斥着封建

思想余影，社会动荡不安，微小的动静都可能引起灭顶之灾，

但是鲁迅这样的文学家却将自己的生死抛之度外，努力启发着

国人的心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有多伟大。

三、依托语文运用实践，寻找德育结合点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语文教师若想实现教学效果提升的话，

单纯依靠课堂授课是不现实的，还需辅以科学有效的运用实践

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内化学生的知识点认知，达到提高教学有

效性和发展学生能力的双向教育目的，而这也为中职语文德育

渗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紧密围绕语文运用实践，来

寻找德育渗透的结合点，从而为学生语文运用能力、思想认知

以及道德品质的发展奠基。例如，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可围绕

德育教育设置一些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德育性质作文议题，如《中

职生打工好不好？》《中职生与网络》等。然后指引学生以小

组的方式展开写作思路讨论，指引他们通力合作，共同探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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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观点与看法，接着教师可指引各组以此阐述各自的观点，

并与他们讨论出以下几个德育观点：

其一，节假日打工是合理的，但在学校里依然要义学习为

重。

其二，沉溺网络有害，要合理利用网络。这样他们便会更

加便捷地把握到论点与论据，并且能够给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

议论文写作。

最后，教师可借此契机指引学生进行议论文写作，并对其

中写作观点比较正向、写作内容充实的作品进行展示阅读，进

一步强化语文和德育教育效果，让二者之间能够更好地结合。

四、教师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德育感染力

德育教育离不开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应该增强自身

的道德品质和素养，以敏感细腻的心思对待生活，身体力行，

做好学生的道德榜样。这样，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才能营造

更有感染力的德育氛围。

例如，教师可以积极组织课外语文活动，在活动中渗透德

育教育。比如，“为空巢老人服务——青年志愿者宣传活动”

这一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可以这样设计教学活动：“同学

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重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接

下来就请大家展开小组合作思考一下如何为空巢老人服务，做

一名优秀的青年志愿者，大家可以通过收集网络资源来获取相

关的信息，然后以图片、视频或者文章的方式将整个活动过程

记录下来，并且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教师将语文

实践活动引入到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借助语文实践活动更

能够发挥中职阶段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亲身参与和亲

身体验的过程中学会尊重老人、点亮爱心。                                               

五、结语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有助于推动中职语

文教育的发展变革，也有助于提高德育教育质量拓展一个新的

途径，为中职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道德基础。因此，

教师应当充分挖掘中职语文当中的德育因素，在优化语文教学

过程的基础上促进德育教育的渗透并且增强德育的感染力，从

而更好地发挥中职语文教学的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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