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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德帅才——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德育教育的有效贯彻 
◆田军锋 

（建三江管理局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佳木斯  156300） 

 
摘要：德育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的灵魂，是贯穿于整个教

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党中央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之

后，学校教育在提升国民道德素质方面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历史学科是

中学课程教学中的主要科目，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

意义非凡。因此在当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将德育教育渗透进教材

以及课堂教学之中，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是当前广大高中历史教师应当

密切关注的问题。对此，笔者拟从高中历史学科教学实际出发，浅谈如

何做好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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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史观培养，树立学生的唯物史观 
高中历史是一个人接受系统的历史教育的初始阶段，在这之

前，人们对于历史史实的了解一般只能通过耳濡目染和有限的课
外书籍。因此，在接受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之前，受众们的历史观
念往往区别很大，甚至一些封建迷信内容和野史传言信息都掺杂
其中，歪曲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定位和
价值观念。因此，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另一大目的就在于
通过教师的系统讲解和启发诱导，帮助学生纠正过去错误的历史
观念，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念，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 

比如说，以太平天国运动的讲解为例，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
意义，教师应当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念的关注两点内容，一是从
两分法、两点论的方法论角度来引导探究太平天国的先进性和落
后性，即既要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
后期的《资政新篇》中看到本次运动中对于平等思想的阐发和对
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引进和利用，表达出太平天国运动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又要看到大规模的战争对于
生产力的破坏和对于生命的杀戮，使学生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同时，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最终的失败，教师应当善于引导学生将
原因归结到阶级性上，即利用阶级分析法分析整场运动中的各个
细节，从而使学生由“学会”上升至“会学”。二是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当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在太平天国运动的
规模讲解过程中，教师应当及时的向学生传递有效信息，使学生
们从太平天国东征、西征等大事件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而
加深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
一唯物史观论断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唯物史观的培养，端正学生
的思想，提高学生的境界，进而更好地落实中学历史德育教学的
目标。 

二、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操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书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

未来的命运”。因而可以说，历史学科在普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同
时，还担负着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价值观养成重要责任。在所有的
品德培养之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最为重要和必先考虑的部
分。爱国主义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也是鼓舞人们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和复兴祖国的强大的精神力
量。因此，对于历史学科任课教师来讲，首先应当把爱国主义教
育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引导学生认识我们的国家，熟悉我们国
家的过去和现在，畅想国家的未来。因此，任课教师应当全面的
认识到历史学科德育教学中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培养的重要意义。 

以中学历史八年级历史课程讲习过程为例，在近现代史课程
开始之前，教师可以先从古代史中所提到的我国古代重大发明创
造成果为出发点，向学生讲解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引导学生的思
路，在温习古代史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古
代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然后转入《鸦片战争》的课程教学中，
使学生的思路从对于古代强盛的崇敬突然转向对于近代被侵略
的耻辱与困惑，进而使学生愿意并强烈要求了解近现代史上中国
家遭受凌辱和瓜分的过程以及原因。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的历史
课程内容讲习时，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根据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所

面临的种种危难入手，对各个政治派别所做出的努力进行了解、
甄别和分析，由此在教材的引导下认识共产主义者对中国解放和
民族振兴的巨大贡献，从而对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初
步的认同。这种以历史盛衰民族兴亡的史实联动学生思想情绪变
化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真正的走进历史课本之中，身临其境
的感受近代国家的发展之路，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养成学生高尚的爱国主
义民族情操，实现中学历史德育教育的目标。 

三、通过先烈榜样，引导学生的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一个人道德指标的评价标准，历史中的英雄人物

和历史精神可以给学生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学生的道德行为是高
中历史教学中实施德育教学的最终目标。对于学生道德行为的引
导和培养，任课教师应当把握主教材中的道德修养内容，及时地
向学生灌输有效地、优秀的道德行为规范内容。 

以八年级历史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探索》第七课戊戌变法为
例，康梁等人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惧强权的
倡导改革，为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生存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戊
戌六君子面对反革命屠杀时表现出的大义凌然的慷慨，谭嗣同舍
弃逃生、以死殉国，在刑场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的绝笔，这些道德典范都是极好的教育材料，教师在历史课
程教学中通过让学生了解杰出的历史人物的高尚行为以及引发
这种行为的道德动机，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行为观，在
现实生活中面对道德冲突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选择。这种
方式对比与单纯的道德宣讲，学生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和更为清
晰的行为框架，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对“道德”二字产生深刻的
认识。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当前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潮流，为
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和信念保证。 

结论 
德育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历史教学也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学生的德育教育没有一劳永逸的方式，只有持之以恒，全面
着眼、细节入手，才能真正的发挥其效用。因此在今后的高中历
史教学中，高中历史任课教师应当及时的将德育教育放置于历史
教学规律之中，立足课本，发散思维，在普及学科知识的同时将
高尚的道德情感渗透进课堂教学之中，以达到中学历史教学的德
育目的，为中学生高尚情操的养成发挥应有的效用，最终为学生
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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