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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德育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摘要：如何将道德修养融入到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是每个语文教师都应该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课题。语文课程和思想道

德教育是两门肩负着“以人为本”“以物为本”的教育任务，它们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在语文教学中进行道德教育具有其独特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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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就要求教师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将道德教育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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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要把加强对学生的道德修养

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语文课是基础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

基础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语文教师应自觉地做到语文教学

与德育相融合，既要对学生进行语文基础知识与技巧的教授，又要

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要将德育融入到语文教学中，对

学生进行积极的渗透，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美学观，培养学生的道

德修养，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使学生在德，智，体等各方面都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 

一、德育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它们都可以渗透到道德教育的

内容中，包括文本的解读、论文的教学和课外阅读，使学生能够理

解文本的思维和情感，它能调动学生的感情，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品

格，提高学生的思维质量。《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把

“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小学语文师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既要对学生进行基础的语文教学，又要对

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等各方面都得到积极的发

展。文章试图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

语文教学工作之中；充分发掘教科书中的道德因子，对学生进行道

德教育；营造有效情境，进行道德教育；在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中，

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与语文实践活动相结合，对道德教育的渗透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怎样才可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有效的

道德教育进行了探讨。 

二、将德育纳入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一）通过教材内容现实明礼守信品格教育 

“诚实守信”和“谦逊明礼”既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道德，又

是一种道德修养，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有关尊师明礼，诚实守信

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内容一般都是插图，短小精悍，每一

个故事都包含了一个具有很好的教育性的例子和主角。《我不能失

信》则是以宋庆龄少年时对同窗的守信为蓝本，教导学生要在人生

和学业上养成守信的格；《孔子拜师》则是以孔子自知见识有限，拜

入名师门下为蓝本，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虚心好学，尊师明礼的品格。

在课堂上，教师要擅长利用故事中人物的动作、神态、语文的描写

等，来设计出一些既容易，又能引起学生们的思考的问题，让学生

们对课文中人物的一言一行进行深刻的理解，获得一种生动的道德

教育。 

1.重视教材中环保理念的教育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的课文，深入挖掘其中的

内涵，并以有针对性地发展教学环节，加强学生道德教育，不仅加

深了学生对文章主题的理解，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道德教育[1]。

教师可以通过《太阳》《月球之谜》这样的文本，把话题延伸到我们

居住的地球上，从近几年来人们的活动给我们带来的污染和冲击中，

来展示我们的独特之处，以及我们保护我们的迫切需要，教导学生

从自己做起，树立环境保护的观念，提升环境保护的观念。 

2.通过教材细节实现乡情亲情教育 

每一个小孩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里有父母，有家庭，有教师，有

学生，《妈妈的账单》通过一则小故事，让学生们体会到了在日常生

活中，家长们对自己的关爱，让学生们体会到了亲情的美好，也让

学生们体会到了“天下父母心”的深邃含义，将亲情的教育从感性

提升到了理智，培养出了优秀的品格和情感。通过《九月九忆山东

兄弟》中的《他是我的朋友》，让学生感受到家乡的情怀，感受到友

情的温暖。通过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这些美好的情感，老师会教学生

如何去爱，让学生知道怎样去爱他人，并从关爱他人中实现情感的

升华[2]。因为情景式教学可以很好地重现教学内容，以及它具有很好

的直观性和体验性，它更适合于小学校学生的心理特征，因此它可

以起到很好的教学辅助效果，因此它已经成为一种在小学教学中受

到教师和学生们的欢迎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设置情景式的教学，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计划出几个亲子活动，

邀请家长在课堂上参与家长游戏，营造温馨快乐的课堂学习氛围，

让学生在家长活动中真正感受到对父母的依恋、对家庭的依恋，以

及与师生的友谊。 

3.挖掘教材中爱国情感教育内容 

家国情感是小学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小学语文教科书

中，有许多包含着爱国精神的课文，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法，

与课文相结合，比如《富饶的西沙群岛》，就像一颗珍珠一样，镶嵌

在我们国家的南海上，用美丽的文字向我们描绘了西沙群岛的美丽

风光，丰富的资源。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文章，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

技术向学生展示西沙群岛的照片，让学生从人文历史、美景、丰富

的物质资源等方面了解。对西沙群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3]。此外，教

师还可以通过放映一些历史电影和电视节目，让学生们认识到，南

海和西沙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激发学生们对祖国的热爱，树立一

种绝对不能被人冒犯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加强教师道德教育，深化道德教育 

在教育心理学中，教师是一种以知识为载体的人，是一种以人

格塑造为主体的人，今天的学生，包括小学生，都处在一个利益多

元、思想道德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经

受各种诱惑和考验。作为一名教师，他的道德道路，可以对学生的

终身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师要顺应教育发展的潮流，以身作则，

重视师德修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有目

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影响受教育者，让学生看得见。通过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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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积极内化和外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让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德才兼备

的人。 

1.坚持以生为本，渗透德育教育 

正如古语所言，“与自己的教师亲近，才会相信自己的教师”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好坏，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学成效有很大的

影响。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要确立“以生为本”的教学思想，

关心学生，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以生为本”是一条横跨江

面的桥梁，教师应该以宽广的心胸为桥基，以高尚的修养为桥面，

以渊博的学识为明灯，以深厚的智慧为栏杆，让学生们能够在师德

的桥梁上站稳脚跟，将师生之间的真诚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随时感

受到老师的爱，让学生随时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爱和期望，让学生

战胜对自己的恐惧，激发出对知识的渴望，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让学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学业，严肃地看待生活，直面生

活[4]。相反，“如果老师在遇到问题时总是以严肃、严厉、讽刺、痛

苦的态度对待学生，这必然会导致学生的反感，甚至抵触”，这样就

很难发挥出语文课程本身所具备的道德教育作用。 

2.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渗透德育教育 

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语文课程中同样蕴涵着大量的道德教育

资源，在语文课程中，教师要把自己的课程内容与学生的具体情况

联系起来，对课本进行深度的研究，既要把基础的语文知识与技巧

传授给学生，又要把学生的美学素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还

要把课本中的道德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出来，充分运用语文的丰富内

涵，适时地、灵活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美学

观念，提升学生的美学水平，养成学生的高尚品德，使学生的全面

发展。比如，在《给予是快乐的》一课中，这种现象就表现得特别

明显。在平安夜，保罗和一位贫穷的少年在一起，在短暂的接触中，

这位年轻人的话深深打动了保罗，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礼物就是幸

福”。老师通过特定的文本语料库引导学生理解“把幸福奉献给他人”

的真实感受，激励学生帮助他人，无私地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并在毕业后组织学生讨论：你想有这样一个兄弟吗？或者，你想成

为那样的兄长吗？教师不会让学生们只是死记硬背，教师会让学生

们联系自己的实际，说出自己的感受，让“爱”在学生们的心里生

根发芽，道德教育的作用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出来。 

3.创设有效情境，渗透德育教育 

艺术形象化是语文的一个主要特点，它不是通过单纯的教育和

灌输，而是通过具体的、生动的形象来体现的，因此，在语文教学

中开展道德教育时，应当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生动、形象、新

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显示，营造一个好的课堂气氛，营造一个好

的课堂情境，对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有益

的。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课堂的特殊作用，创造多种形式和

独特的教学情境，渗透道德教育，比如，在教《长城》时，教师就

创造了一个“小导游介绍长城”的情境，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和感

受，鼓励学生站到讲台上，做一个“小导游”，把长城（即长城）带

给“游客”（即整个班级），让学生在教师和教师之间互相配合，把

有关的图片和课件拿出来，或者让学生自己组织一个“导游小组”，

到讲台上做一个简单的讲解，由一位学生做讲解，其他学生做辅助。

学生们尽可能地做着自我介绍，既有课本上看过的，也有课余时间

收集到的，还有下面“游客”们发问的，营造出一种互动的气氛。

把美育与德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美学理念，

让学生在趣味上得到陶冶，在品德上得到熏陶，在心灵上得到启发，

在精神上得到升华，达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目的。 

4.在语文作品欣赏中，渗透德育教育 

语文的道德教育作用是指语文可以和审美的艺术相结合，古代

和现代的文化和艺术，都是博大精深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的名

人，学生的作品，教师可以用语文欣赏课来渗透道德教育，用文学

作品的欣赏来帮助学生走进一种美丽的境界，表达一种美丽的感情，

在进行审美的时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道德教育融入到美育

当中，比如，教师在讲授《巨人的花园》一课时，在教师的指导下，

教师在对这本书进行鉴赏的时候，就帮助学生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

值观。这本书出自英国小说家王尔德之手，讲述了一位巨人看见花

园里的小孩，非常愤怒，于是用一堵围墙把学生挡在外面[5]。从那以

后，花园中的花朵不再开放，鸟儿不再鸣叫，变得冷冷清清，春天

夏天秋天都不来，只有冬季才能永久停留。有一天，有几个小孩从

墙上的一个破洞钻了进去，于是，春天就随着小孩钻了进去，花园

里顿时充满了生机。他再一次将学生从花园里赶走，结果花园里的

雪又重新盖上了。 后，他被这个小男孩的话惊醒了，他把所有

的栅栏都拆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他住在美丽的花园里，

住在他的学生们中间，他很高兴。通过阅读这个童话，让学生们

学会了如何使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学生

就会明白，只有与人共享，才是一种幸福。促进学生建立自己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外，《幸福是什么》《去年的树》《小木偶

的故事》等等，在阅读、欣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

这个机会，对学生们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们的品德，培养学

生们的品德，以德育人。 

5.结合语文实践活动，渗透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的渗透既要在课堂上进行，也要在课堂外进行，语文

教学是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要将教学实践贯

穿并融合到语文教学中，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比如：建立

丰富多彩、有趣且有吸引力的课外兴趣小组，使学生能够应用他们

的知识。东西应用于生活中，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发展学生的个

人特长，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养成良好的品德。比如

《一个苹果》，并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在课余时间，“你可以组织

学生制作以“爱”为主题的手稿，或者组织背诵，或者组织爱国主

义演讲比赛，或者去社会参加各种照片、书籍和绘画展览，这将提

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又能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

一箭双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道德教育是一种语文活动，它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始

终，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的教育作用，抓住一切可以进行的教育，

不仅要让学生获得审美的愉悦，还要培养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

道德品质，完善学生的人格，让学生德，智，体等各方面都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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