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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核心价值观的渗透 
王朝英 

（陕西省杨陵区邰城实验学校  陕西咸阳  712100） 

摘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教会学生通过写作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周围的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在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学生写作教学通过将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教师日常的初中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可以帮

助青少年正确理解现阶段我国的理想和价值观，这对学生个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为进一步深入渗透初中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观，教师应科学制定教学目标，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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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也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

求。这也给初中语文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初中生正处于成长的关

键阶段，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在

这个关键时期，语文教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语文课程，不

仅可以让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

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全面健康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在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

基础上，探索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语文课堂的有效途径，

并对语文教学改革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一、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

质和基本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

提出，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义、法治、自由、平等、

爱国、敬业、诚信、善良，积极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繁荣、民

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自由、平等、正义和法制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爱国、奉献、正直、善良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标准。 “繁荣、

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层次。繁荣昌盛

是中华民族的夙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和谐是中国的传统文

化的基本思路。 “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是美好社会的生动

体现。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自由是人类社会美

好的向往。平等意味着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义就是社

会。公平正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爱国、敬业、诚

信、善良”是公民的基本伦理，也是公民必须尊重的基本伦理。爱

国主义是基于个人对祖国的依赖的深刻感受。敬业精神是对公民行

为准则的评价。公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

义职业精神。诚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的新趋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当学生在

舒适的环境中成长时，很容易忽视爱国主义和道德礼仪的学习。语

文是初中的基础课。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理

解和写作能力，这是提高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对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具有重要影响。从语文教学的现状来看，一些教师仍然从

应试教育的角度关注学生对语文知识点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的思

想发展。语文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导致语文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不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教学。从素质教育的角

度来看，教师在写作教学过程中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以时代发展为教学前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写作教

学中，顺应时代发展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成

长。 

三、渗透策略 

(1)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除了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外，还必

须正确、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教师必须明

确自己在日常教学中的社会角色，建立学生学习的模式。作为语文

教师，必须充分利用教材，在教学中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

用自己的言行，向学生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2)在中文中学教材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通过教材

中的书面内容间接传达的，中文教育包括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教育

是以中国教育的形式进行的，两者相辅相成。语言教育包括口语和

书面语的教学、汉字的识字与写作、文章的阅读与写作，通过汉字

的识字和写作，学生可以规范地使用语言和汉字，在学习中学习。

汉语和汉字包括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优秀民

族文化的学习。在阅读和写作文章的过程中，学生获得了基本的汉

语素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被文章感染，体验文章所蕴含的文化哲

理，对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在中国小学教科书中，许多研究文本的作者都是世界上

突出的民族文化和思想的代表。教材选用的课文多为经典文章和作

品节选。在课堂上学习语文，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比

如让学生在学习课文之前先了解文章、作者和写作背景，这样学生

才能消化和理解所学的知识，并在课文中了解自己。 

(4)中国高中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色彩。在教授汉语的过程

中，教师通过汉语教育方式促进学生对正确价值观的判断，鼓励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必须在课堂上盲目地进行教学。学生只

能背诵 24 个单词，学生无法深入理解其含义。这样的语言教育是

失败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让学生感知作者的情感表达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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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引导。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又使他们在

不知不觉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对价值观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5)语文是一门以语言为基本内容的学科，它贯穿于整个汉语教

学。语文教学肩负着传承文化的重任。汉语向学生展示了人类杰出

的文化成就，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受优秀文化的影

响，在初中语文课上学到了很多国内外优秀的工作。比如在学习了

《皇帝的新装》，通过学习这篇文章，学生可以感受到诚信。初中

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语文课的学习，学生可

以了解和理解诚实的重要性。学习了《晏子使楚》 《藤野先生》 《一

双手》 通过课文的学习，同学们可以看到书中主人公的爱国精神，

让同学们明白祖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要时刻热爱自己的祖国，加

强对祖国的认同。他们为正义牺牲了生命，为真理而战，用自己的

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还学习了文言文《出师表》 《智

取生辰纲》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会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深度，更能让学生了解从古至今正义与法治的重要性，并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学习的榜样。在课堂上学习语文的影响下，形成了正确

的价值观。价值观教育以中文形式深入学生内心。使学生形成完美

的人格，增强对国家和家园的认同感。在初中语文所学课文中，课

文所涉及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6)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公平、公平、合作的教学

环境。教师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学生。学生可能会觉得他们受到了

老师的平等对待。课堂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平台，也是学生人际交往

的平台。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会导致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公平教学让学生自然地理解正义、自由、平等的含义。学生在

这样的课堂氛围下，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正确的价值观。 

(7)初中生虽然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

经验较少，可能不具备正确的价值辨别能力。教师要在教学中发挥

主导作用，解决学生阅读问题，充分引导学生阅读。课堂教学内容

对接社会热点，使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兴趣，

理论联系实际，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促进价值观的形成和发

展。 

第二，依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积累写作素材 

教师在教作文时，选取的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让学

生真实地描述身边发生的事情。学生要不断扩大生活范围，发现生

活中的热点事件，多注意观察，有意识地捕捉有趣的人和有意义的

事件，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积累更多。这是获取写作素材的主要途

径。生活中发现的素材，可以增加学生生活经验的积累，激发学生

写作的真情实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促进学生的情感表达。通过

周围事物对学生的影响，让学生更好地感受生活的美好，享受作文

课。比如写一篇关于“友谊”的命题作文：从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

出发，回忆你们的互助，讲述你们之间发生的难忘的事。在教学中，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培

养学生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事事注意的良好习惯，这样才能激发学

生的写作兴趣，积累素材，写出契合其习题主题的作文，陶冶学生

情操。 

第三，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会有所不同，他们的

语文作文质量也会有所不同。教师一定要清楚，每个个体的写作质

量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每个学生的写作情况要用一个循序渐进

的评价方法来判断。学困生的写作水平略低于优等生。如果学困生

的写作水平有较大提高，教师应及时给予精神鼓励，激发学生的写

作兴趣。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是提高语文作文效果的重要决策，

家长和学生也可以参与评价。家长评价系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不

足，家长可以进行家庭课外辅导；学生互评系统可以有效地学习其

他学生的学习风格。同时，其他同学的错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

让自己在语文写作中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教师还应重视评语的重要

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四，引导学生积极写作 

在教学过程中，传统的语文教学观念使学生对语文写作感到厌

烦。教师要引导学生善于观察生活细节，体验生活带来的主观感受，

用自己的理解表达所见所闻，让中学生在写作文时有表达内心感受

的素材。初中语文作文课堂要求学生认真听讲，思考作文的大致框

架，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学生需要认真写出作文的框架，然后根

据框架补充作文的主要内容。在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学生

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他们可以设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让

学生感受写作带来的创造性意境，让学生主动学习语文写作技巧，

从而提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作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恰当地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三观。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符合时代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

它能启迪学生的心灵，丰富学生的思想，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明扼要地表现了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

新面貌，是我国人民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当前是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和

行为准则，为国家、社会、人民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

斗。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师要积极利用语文

课程丰富的人文色彩，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教学中，这不

仅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会从小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理念，

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正确认识和全面认识，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努力学习、努力奋斗，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

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精心完善中国

高中课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传授给学生，

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是当代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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