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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与创新德育方法探析 
郑巧星 

（梅州市梅县区第一职业学校附属小学） 

摘要：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之下，留下了许多璀璨绚烂的经典文化，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历史的精华。
将经典文化与德育教学紧密结合，以历史案例探究人性光辉，用民族生命之火照亮小学生未来成长的道德之路。积极创新德育教学
方法，引导和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提升德育教学质量，提高其德育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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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内容逐渐多样化，

在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小学生的情感感受与教学体验。德育教学也
由以往照本宣科的“大道理”授课模式逐渐转变为更为生动有趣，
将“道理”化为实际案例帮助小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经典文化中
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哲理，是我国文化发展之路的重要基石，将经
典文化与德育教学紧密结合更能体现德育教学深厚的文化底蕴，让
小学生得以深入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美德，从而有效
提高德育教学质量。 

一、增加经典文化比重 
经典文化与小学生的实际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如果没

有教师的良好引导，大部分小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真正深入地
接触经典文化，即使有所了解也并不深入，无法充分发挥出经典文
化对小学生德育素养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应在满足现有德
育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经典文化内容的比重，为学生创造更
多接触我国经典文化的机会。教师可以深入挖掘现有教材中能够与
经典文化相联系的内容，进行适当拓展与延伸，帮助学生更深层地
理解经典文化。教师也可以是在现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另外再
增加一些经典文化内容，去帮助学生尝试站在经典文化视角看待现
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感受古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观点和领
悟，从而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德育知识。 

例如：在讲解课程《我爱家乡山和水》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
领下了解自己家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激发学生内心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们家乡的具体情况，适当拓展一些有
关家乡本土经典文化内容，比如，章丘、郸城、偃师、七宝、三原、
沭阳、沧县、文昌等被命名中国书法之乡，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书法
作品让学生切身感受自己家乡所承载的经典文化内容，增长学生见
识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经典文化的感受与理解。让经典文
化根植于学生内心，从而激发其对于家乡的热爱之情，这些在德育
课堂上所学到的拓展知识也会在未来成为学生向其他人展示自己
家乡文化的话题，让我国的经典文化得以继续传播得更广。小学生
在德育学习中能时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存在，最大限度发挥德育教
育作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1]。 

二、多元融合经典文化 
经典文化知识和现代人才精神、批判性继承和综合性创新、传

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通过多元融合更有利于现代学生吸纳经典文化
精髓，实现经典文化和小学德育工作的融合[2]。教师在德育教学内
容中应在融入经典文化元素时，适当引入现代思想或观念的反思，
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从而使学生得以有更多主观意识
上的观点和理解，加深学生对德育知识、经典文化、现实问题等多
维度多角度的思索。 

例如在《团团圆圆过中秋》一课中，教师可以先为学生们详细
地介绍中秋节的由来和发展，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节日有一定了
解。之后，教师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拓展，带领学生们一起通
过观看纪录片或民俗图片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在中秋节期间有哪些
风土民情，感受各地不同的民俗习惯。将经典文化细化为一件件具
体的小事或民俗习惯，从而帮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中秋节暗含着中
华民族阖家团圆的美好期盼。教师还可以与学生们一起收集查阅有
关月亮和中秋的传说、故事、诗歌等，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解析和
感受中秋节的发展过程，对比如今的中秋节，身边实际情况又有了
哪些变化。让学生得以积极思考中秋节的发展与改变，用现代人的
思想解读经典文化和民间习俗，从而促进学生思考中秋节并从中领
悟主观的感受和体会，让学生们明白团圆的含义以及家人间要和睦
相处，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水平。 

三、丰富德育教学资源 
资源建设是推动小学德育，助力学生成长的重要内容，经典文

化素材是良好的德育教学资源，通过在德育课堂上融入经典文化内
容能够有效丰富小学德育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为生动有趣的德

育教学课堂[3]。想要丰富德育教学资源除了要从教师的教学设计方
面入手，还要注重对学生自身思考方式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从学生内心深处培养多元视角理解德育教学知识。教师可以在德育
教学课堂上为学生提供更多可以自主探索，自由发挥联想和想象的
机会，再结合学生们所想到的内容基础上联系经典文化资源，进一
步拓展德育教学课堂。 

例如在《装扮我们的教室》一课中，为了培养学生们的集体精
神增强团队凝聚力，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一起装扮教室，让学生们
能够在学校收获家庭主人翁的感觉，并在与其他同学的配合过程中
切身感受团队协作比单人更快速更高效的执行力。在学生们思考如
何装扮教室的时候，教师可以自然引入经典文化元素，去启发学生
装扮教室的创意点。原本学生由于不够了解经典文化，在思考装扮
教室风格的问题上没有考虑到中国风的元素，经过教师的提醒学生
们开始思考国风元素并联想到平日里中国传统节日时的装扮元素。
通过教师在学生思考时适当的引导与启发，让学生们自己思考中国
元素装扮教室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学生们又可以多设计出几款充
满中国韵味的教室装扮风格，再通过全体同学的相互配合最终完成
教室装扮任务。身处在充满中国元素的教室当中，学生们油然而生
付出后收获的成就感，更加热爱中华文化。 

四、班规班训中融入经典文化 
各班班规班训的制定注重过程的教育作用，将经典文化的精髓

融入到学生们时刻学习的班规班训之中更有助于落实德育教学内
容，教师还可以发动学生设计参与制定了班规班训[4]，让学生们能
够亲自参与，其效果远远超过空洞的说教。 

经典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精髓，其中所蕴涵的哲理
和智慧对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虽说以小学生
自身的阅历来讲很多道理他们还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日后这些以
经典文化为底蕴的班规班训将陪伴学生的一生，引导学生积极面对
生活，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让德育教学真正成为学生们
受益终生的人生智慧。 

教师可以直接选用国学经典中的原句，也可以将古文翻译成学
生们更容易理解的白话文，主要是保留经典文化的精神，再配以朗
朗上口的班规班训形式让学生们能够轻松记忆班规班训。比如：“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以缩短为“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或者是“少年当自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教师可以时刻提醒学生们班规班训的
内容，并将班规班训的精神落实在实际行动之中，形成良好的班风。
让德育教学能够摆脱教室和课堂的束缚，真正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当
中，不断提高小学生的德育素养水平。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典文化融入小学德育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小学生与

我国传统文化的接触机会，加深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促进小
学生德育素养提升，不断提高小学德育教学的实效性。在德育教学
中，教师可以通过增加经典文化比重不断丰富德育教学课堂内容，
积极拓展德育教学将经典文化融入到班规班训之中，由内而外影响
和引导小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德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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