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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德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渗透 
◆曾永红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中心小学） 

 
摘要：身为华夏子孙，我们深知我国的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尊重等传

统美德文化，在我国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渊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文化

魅力，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教学内容，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

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和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思

想，也随之教育要求的不断发展，提出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尤其是“道德

与法治”课程中要渗透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在本文

中，我将就小学德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渗透教育谈谈我的看法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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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是倡导教师要善于运用科学
先进的教学理念并辅助于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技术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为了更好的适应现下我国大国地位的经济和政治
发展需要，弘扬发展传统文化成为当下发展潮流之所趋，而小学
生的德育教育工作开展将是渗透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 佳平台，
因此在小学的教育活动中我们要兼顾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和优
秀传统文化的渗透。 

一、深度发掘传统文化的德育教育教学价值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次次的讲话和报告中，都讲到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梦”中也以“名族梦”为根基，
那么进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就迫不可待，“孔融让梨、卧
冰求鲤、羊羔跪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历
史遗留下的价值和财富，面临孩子“自我中心”意识过强、尊卑
意识欠缺、历史使命和历史复兴责任薄弱，在新课改中，我国提
出教育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和谐发展，无论
是复兴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历史使命，还是面临社会中
的因德育缺失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窘境的现实需要，我们都需要
对小学生的品德教育加以引导和教育。 

“教学生活化”的教学原则就要求我们的小学德育教学要源
于生活且为生活服务，因此对小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就是源于社会
现实窘境的需要和历史文化的魅力，且小学生的德育是以培养小
学生对社会和生活的热爱及积极的生活态度为教育目标，空谈德
育大道理的集体教育模式实际对于小学生的品德教育并没有多
大实用功效，因此我们对小学生的德育得借助于蕴藏了大量人文
内容的语文学科教学活动来渗透德育的教育，而不空谈德育教
育，做到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及中华美德为依托，并
借助社会实际来推动小学生的德育教育活动的有效实施。 

二、以德育教育情境演绎师生德育活动的情感共鸣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德育教学活动应该关注到教学主体的情

感需要和情感主线，德育教学活动实质更应该是一场师生之间有
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影响下对于生活和学习的情感交流互
动，因此语文教学课堂应该是充满活力与激情的，不同于其他学
科的引导方式和应试教学，更应该是教材、学生、老师共同合作
演绎一场不一般的活力德育教学课堂。 

如：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的六年级下册的《回望 20 世纪的
战争风云》中的不堪回首人类灾难，在本单元的知识内容学习中，
我的教学思路主要是引导学生体会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的仁爱
思想以及珍惜美好生活、爱好和平自由的思想情感。我的教学思
路设计如下：首先利用课件引导学生梳理本章节的知识点，接下
来利用教学视频来引导学生认识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迹，
深刻体会孔子的仁爱思想， 后我将就现下的生活实际的分享，
师生共同探讨有关于美好生活的感悟。 

三、理论功课与生活实际相互检验德育教育成果 
在德育教学活动中，我们要充分以品德与社会教材中可塑造

的教学内容为媒介，引导学生构建强大的德育理论基础；在生活
中我们要以多样的形式丰富学生的德育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完美
结合与同一才能真正提升小学生的德育教育。首先教师自身的道
德与法治意识必须提升，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去支持教学活动，以

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的魅力去感染学生提升“传统文化道德
教育”的学习成效；其次，教师应当在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去探索
生活实践，丰富德育教学活动环节，强化课堂教学趣味，真正在
实践中结合渗透“传统文化道德教育”，而不仅仅是口头书面空
谈“道德教育”，只有理论和实践的相统一，小学生的“道德与
法治”教育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发展。
其次，检验学生的德育学习成果不应仅局限于学生仅能完成卷面
上的“道德教育”，更应该强调和重视学生在生活实际中真正践
行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道德精髓。 

如：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四年级下册中的第一单元第二课时
的《劳动者的创造》，在学习本单元的相关知识内容时，不仅要
引导学生学习理解有关劳动及劳动者的习性特征、历史由来及发
展演变，更要在生活实践中引导学生去体会关于“创造”的真正
属性和实际意义。为真正实现我的教学设想和教学目标，我设计
了一下教学环节：首先借助多媒体等教学设备利用视频、课件来
梳理相关知识点内容，引导学生构建有关劳动者的相关知识内容
体系；接下来就是引导学生在生活实际中深化理解劳动者的创造
的相关知识内容，比如说：回家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儿，去到社区做志愿者活动，深刻理解劳动者的辛勤以及劳动者
创造的伟大意义，以此引导学生们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辛
苦。 

结语 
顺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承担复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历史

使命，推动我国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都需要
将德育理念渗透于小学德育教学活动体系中，并以为媒介和推
力，促使德育教育和小学生的德育素质逐步提升，使德育教育和
德育理念深入每一步的教学内容，贯彻于每一次的教学活动中，
以有效、切实可行的理念研究和实践演练推动德育教育水平的节
节攀升。推动中小学生的发展更好的顺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
发展趋势，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全面精英人才和合格的 21 世
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接班人，巩固国家主人翁地位，提升小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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