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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探索
施　淳

（四川省彭州一中实验学校　四川　彭州　611900）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十八大以全新的理念提出后，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实践。初中语文教学应聚

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课程资源为依托，深入挖掘语文的育人功能，紧抓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让学生在生动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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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教学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之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倡导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 个词 24 个字”

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价值层面进行了精要表述。同时，

十八大报告赋予其“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方向”的崇高地位。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

民族的“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是民族之魂。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德之基

立德是树人的前提和基础，树人是立德的目标和追求。立

德树人所立的“德”，不仅仅是指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还包

括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追求和法律素养等。立德树人所树的“人”，

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主渠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是新时期赋予立德树人的新任务新要求，也是新时期立德树人

的必由之路。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实之需

近年来，发生的小女孩被碾路人冷漠经过无人相助、老人

摔倒没人敢扶等事件，表明我国社会面临道德重建的挑战。由

于长期受家庭、社会和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培育上以“说教、灌输”为主，“内容空洞、乏味”，

内容“大、空、虚”，授课方式是我讲你听、我教你学、我说

你做。作为育人前沿阵地的学校和课堂，如何加强和推进中小

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为各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

2 语文教学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

2.1 整合资源，用社会主义核心观教育素材感染人

以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可以挖掘出整合出以下素材：爱国

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语文课本中蕴含着生动、丰富的

爱国主义教育因素，如课文《新闻两则》、《芦花荡》、《蜡烛》、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

这就是一组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

平等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语文教材中处处都是教育的

素材，如《敬畏自然》、《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旅鼠

之谜》等课文，在教学中可以渗透平等的价值取向：人与自然

是平等的；人与动物是平等的……

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谐是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

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人们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和处事的价

值观、方法论。课文《斑羚飞度》、《猫》，《故乡》、《我

的叔叔于勒》等，可教育学生关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以致于形成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

和谐相处的社会的价值目标。

单纯的理论说教往往苍白而无力，而教学资源中的大量人、

事、物则生动丰满，因此，依托现有语文课程资源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往往水到而渠成。

2.2 挖掘功能，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春风化雨熏陶人

要充分重视语文课程的人文内涵，在阅读鉴赏和表达交流

的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

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同时，结合语文

学科的特点，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飞扬起来。

2.2.1 进行经典诵读活动和汉字听写大赛

积极组织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汉字听写等活动，在提高学

生说写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培育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和革命传统，培养积极人生态度、崇高思想境界和高

尚道德情操。提高文化品位和自信，学会欣赏、尊重人类多样

文化。 

2.2.2 通过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体悟和感受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结合挖掘整理的语文课本教育素材，在阅读教学中把关于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思想内容和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的精神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高尚情操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容及时、巧妙地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中。

在人物传记阅读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在把握人物事迹的基础上，

体会人物的精神风貌，深入探究其优秀品质，从而凝聚优秀人

物身上体现出的核心价值；在诗歌阅读教学中，选取以爱国主

义为题材的诗词，通过鉴赏诗歌的语言和人物形象，引导学生

体会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报国情怀。

国家的前途在青少年，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重磅人群必是青少年。初中语文课堂必须充分

发挥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循序

渐进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融入教育，用道德、

真理的力量和魅力启迪学生、感染学生，引导他们厚植正确的

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伴随着他们学习、

生活和成长的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的精

神脊梁，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真正融入全民族特别是青

少年的心灵深处、血液之中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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