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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渗透德育的策略探究 
王淑丽 

（甘肃省临夏市逸夫第一小学  甘肃临夏  731100） 

摘要：近年来，德育教育在小学教育阶段受到广泛关注，从小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于学生日后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小学语文教学是渗透德育内容的有效途径，学生在理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提升思想水平，有助于学生初步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念，为日后的道德水平的提升做好铺垫。本文阐述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目前德育渗透的现

状，并探讨了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具体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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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明确强调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进行德育内容的渗透，

使小学生掌握做人的基本道理，帮助学生从小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

审美观。小学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养成的习

惯和素质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因此，德育工作需要受到学校和教

师的充分重视。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既需要指导学生正确

使用汉语言，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言逻辑思维，还需要加强学生的

思想道德修养，帮助学生树立健全的人格。改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氛围，在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渗透，目前成为小学语文教师的重

要任务。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深入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德

育内容，处理好语文教学与德育工作的关系，提高德育的渗透质量。 

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意义 

（一）语文学科具备较强的德育特点 

小学语文教材中主要涉及各个时期优秀的文章和诗词，其中蕴

含作者丰富的喜怒哀愁等情感，也饱含作者崇高远大的理想抱负，

一些故事也阐述了发人深省的做人道理，这些都是小学语文教材中

的德育元素。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学不仅需要关注学生对于字词

句等基础语文知识的理解掌握情况，还需要重视学生内心的情感，

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由此可见，小学语文学科具

有鲜明的德育特点[1]。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修养 

小学生正处于形成正确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

对小学生进行德育工作也属于小学教育阶段的主要任务。教师在小

学语文教学期间渗透德育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形成坚韧不拔、敢

于挑战、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在具

备道德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自身个性，形成积极正确的三观，这对于

学生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具有重要价值。 

（三）有利于实现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目标 

新课标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的具体要求与德育工作目标具有

较高的重合度，比如，都强调需要丰富学生的内心情感，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价值观等等。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加强德育内容的

渗透，不仅能够发挥小学语文学科的德育价值，同时也能够进一步

丰富小学语文教学内容，这有利于实现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目标。 

二、目前小学语文教学渗透德育的现状 

（一）缺乏足够的德育意识 

语文教师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组织者，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

业素养深刻影响着德育渗透效果。目前，部分小学语文教师缺乏足

够的德育意识，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在平时

教学活动中着重强调教材基础知识以及语言表达能力锻炼的重要

性，但是忽视了学生道德思想教育以及个性化思想的培养，这容易

导致教师在语文教学期间缺少德育内容的渗透，不仅难以充分发挥

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德育价值，同时也会对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学

习体验产生不良影响，削弱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二）德育渗透与语文教学内容脱离 

小学语文教材德育内容充足，但是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在备课环

节没有深入挖掘文章中的德育元素，容易导致德育渗透与教材内容

相脱离的问题，甚至还会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学生难以有效领悟

其中的德育内容。小学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特征，但是部分教师教

学期间往往会忽视这一特征，选择与教学内容关系不大或者脱离学

生认知范围内的德育案例，导致德育与教学脱节，无法保障德育渗

透工作的质量。教师必须认识到德育工作不仅是素质教育理念的要

求，更是小学语文教师的重要职责，这样才能够更用心地挖掘德育

资源，选择更合理的案例，提高德育质量[2]。 

（三）语文德育教育途径单一 

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对于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缺乏正确认知，导致

德育工作流于形式，德育方式单一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德

育渗透也难以取得成效。多数教师会选择在班会上进行集中的德育

工作，向学生讲述许多道理，学生缺乏具体的情境内容难以体会德

育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联系，也难以感受到强烈的体验感，这会导致

德育效果无法达到预期。部分教师与学生家长缺乏沟通，未寻求家

长配合，同时在语文实践活动中也缺失德育元素，没有及时对学生

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德育

渗透的形式，改善德育环境。 

三、小学语文教学渗透德育的有效策略 

（一）提高教师的德育渗透意识 

新时期教师需要在根本上更新教学理念，语文学科并非是独立

的学科，而是具有服务性质的基础学科，是进行德育内容渗透的重

要途径。教师需要形成德育教育观念，在安排语文教学活动时能够

重视德育渗透，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课堂中注入更丰富的

德育内容，加强德育渗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学生能够健康发展。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小学德育工作面临新的问题，部分小学生可能

会出现沉迷电子游戏的问题，教师在语文教学期间需要给予正确引

导，渗透相关的德育内容，向学生讲述网瘾对个人发展的危害，并

结合具体的案例，强化德育效果。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不

断学习，做到为人师表，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德育内容，使学生

能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潜移默化接受德育，实现全面发展。

教师还需要具备反思意识，总结教学期间德育渗透的经验，为日后

的德育工作提供参考，逐渐强化德育教育的质量。 

（二）深入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德育元素 

小学语文教材内容中包含大量的德育资源，语文教学也要求教

师将基础知识教学与德育教育结合在一起进行，因此，教师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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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中的德育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并利用这些德育元素对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既能够使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和积极性，深化

对文章思想内涵的理解，也能够有效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

念。 

比如，教师针对《坐井观天》一课进行教学，这篇文章主要借

助井底的青蛙这一形象描述生活中目光短浅的人，蕴含做人的道

理，属于一篇寓言故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

逐渐思考和领会其中的道理，如向学生提问：天空真的和井口一样

大吗？青蛙为什么会认为天空与井口一样大呢？此类问题能够激

发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欲望，教师鼓励学生分享自己个性化的看法，

再对个别不足之处进行纠正和补充，最后再由教师讲解和总结文章

中的道理，教师讲解道理的过程就是德育渗透的过程，期间需要联

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向学生讲述盲目自大这一缺点对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会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教师组织学生挖掘教材中德育内容的

课堂教学方式，能够为课堂注入一定的活力和趣味性，同时也可以

活跃学生的思维，加强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进而形成良好的语

文学科素养。 

（三）在语文实践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 

新课改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需要对传统的语

文教学方式和德育教育手段进行创新，据此，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

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进

行德育渗透工作，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能够产生自主探究知识的兴

趣，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强化德育教育的效果。 

比如，教师针对《秋天的雨》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进行户外实践教学活动，学生走出教室能够在校园中真实感受文章

中的内容，教师引导学生对校园中的花草树木进行观察，思考文章

中的“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想要表达怎样的内涵，

再引导学生调动生活经验思考和交流在秋季植物的叶子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此外，教师还可以继续引导学生对文中“秋天的雨，藏

着非常好闻的气味。”这句话进行思考和赏析，在讲解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进行德育内容的渗透，使学生了解到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农民会在秋天收获劳动成果，向学生讲述粮食来之不易等观念，此

外，教师也可以对教材中的内容进一步拓展，在学生感知大自然的

基础上，让学生自行领悟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鼓励学生讨论

保护大自然的行为，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环保意识。教师

立足于教学内容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是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

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在自主探究期间能够深化对文章内容

的理解和记忆，也可以使学生充分接触的大自然，培养学生形成环

保的习惯，顺利完成德育渗透任务[3]。 

（四）在作文教学中渗透德育 

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德育渗透的重要途

径。在传统的写作教学中，教师通常只重视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忽视德育内容的渗透，认为写作教学的任务

就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认识较为肤浅，教师需要在写

作教学中加强德育教育。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景物写作时，教师需

要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性，组织学生亲近自然，通过真实的体验和

日常积累的素材在写作中抒发真情实感。学生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

够感受自然的魅力，使学生产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进而达到德育

教育的目的。除此之外，在写作教学期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

丰富的课外阅读活动，向学生推荐合适的读物，既能够提高学生的

阅读量，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同时课外读物中蕴含着大量的德育

资源，能够巩固教师在课堂中的德育效果。 

比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我的母亲”

这一主题进行写作，同时向学生推荐如《慈母情深》等表达母爱的

课外读物，并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真实经历写作，丰富学生的写作素

材，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学生在回忆与母亲的故事时感受到母亲

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逐渐形成对母亲的感恩意识，实现德育内容

的渗透[4]。 

（五）在课堂评价中渗透德育内容 

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课堂不仅需要进行基础知识的传授工作，

还需要进行课堂评价，课堂评价主要围绕学生在课堂的学习状态、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等你荣进行，此外，还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过

程进行鼓励。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语言赞赏或肢体接触、眼神接

触等方式，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予以肯定，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

积极性；另一方面，学生在教师客观的评价指导下，能够真正认识

到自身在语文学习中的不足，这有利于学生调整学习方式，逐渐形

成正确的学习观念和习惯，从而帮助教师完成德育渗透任务。 

比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在课堂中容易注意不集

中，学习状态需要及时调整，这时教师可以让此类学生回答问题或

者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后根据学生的状态给予客观评价，

相较于传统的说教、批评等评价方式，这种引导能够使学生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并使学生尽快做出调整，提高学习积极性。再如，部

分学生由于性格内向，参与课堂讨论意愿较低，教师可以耐心鼓励

学生在课堂中大胆发言，并在课下积极与学生交流，这样不仅能够

加强学生的语文学习自信，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助于学生

吸收教师在课堂中渗透的德育内容，对知识形成个性化理解，强化

德育效果[5]。 

（六）在作业环节进行德育 

课后作业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帮助学生及时巩固课堂

知识，此外，也能够使学生形成个性化感悟，教师可以在作业中渗

透德育内容，提高德育教育的有效性。比如，教师针对《中国美食》

教学后，教师不仅需要布置字词复习的作业，还可以让学生在家长

的帮助下，制作教材中提及的菜肴，危险环节由家长辅助完成，其

余步骤尽量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既能够深入理解

中国美食的制作流程，同时也能够使学生感受到做饭的难度以及日

常生活中家长对自己的付出，此外，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组织学生分

享美食的制作经验和遇到的障碍，使学生收获道理，达到德育教育

的目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德育对于学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学语文教学作

为德育的重要途径，教师需要在教学期间进行德育渗透。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围绕教材中的德育元素，在教学的各个环节

进行德育工作，同时，还可以开展实践活动渗透德育，进而使小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德育，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形成正确的思

想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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