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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德育教育融合的反思探索 
◆黄利明 

（广东省惠阳区淡水古屋小学） 

 
摘要：在传统的小学数学教育中，学生和教师的关注重点，都在于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但是在新课标的教学目标中，要求提升小学生的素质，

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教授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对于德育教育的渗透，
使学生在进行数学学习的同时，接受思想和科学教育，养成良好的学习

和行为习惯，促进学生品德方面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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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而德育教育，则是新时代
对教育的需要，也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所谓教育，就是要以身
作则，教人为善，它是一个民族振兴的根本，也是国家发展的源
泉。在数学教学中，融入德育教育的因素，和专业数学学科素养
的内容，有助于小学生对于数学的理解和兴趣，日后的个人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小学数学德育教育的可行性 
很多人认为数学的核心就是计算，在其他方面没有涉及，其

实这是不对的。单从数学的教材内容来看，就包含着辩证法、唯
物主义、和统一规律等[1]。数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蕴含着深
刻的思想内容。而数学的六大核心素养，更是教育价值的深刻体
现。所以，在小学数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内容，是切实可行的。 

二、小学数学德育教育的融合 
（一）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教育 
由于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心理和思想的发展还不成熟，所以

在教育上，我们要避免使用讲大道理的方式，而是要进行渗透式
的教育，比如说，在讲解钟表的时候，利用钟表时、分、秒针的
运转，告诉学生时间如白驹过隙，匆匆不回；在讲解公式、法则
的时候，可以带入我国传统的数学故事，数学的发展史，和著名
的数学家等。让学生在对数学的学习过程中，产生民族荣誉感和
民族自豪感，并且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联系生活实践，进行道德教育 
数学的教学目的，在于最终的应用，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应用

性，所以加强了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在进行数学德育教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联系生活内容进行讲解，因为学生对于日常生活的感
受最为直观，所以也最容易接受。比如说在讲解年、月、日的时
候，我们就可以带着学生总结传统节日的日期，以及香港回归日、
建军节、建党节等，既可以加强他们对抽象数学的想象，又可以
拓宽他们的知识面。 

（三）建立目标，进行鼓励教育 
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知识的抽象性特点，所以单纯的

语言讲解，很难让学生达到完全掌握的目的，所以在现在的课堂
教学模式中，新媒体教学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在教学面积
计算的时候，给学生观看台湾的地图，讲解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
领土，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回归，少数“台独分子”
更是使用各种手段阻止我们国家的统一。这个时候，通过对历史
的解读，和台湾问题的介绍，学生的心里，已经产生了对侵略者
的愤怒，情绪激昂的说：“直接打过去！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点头微笑的告诉他们：“好！有志气！以后祖国的统一就靠
你们了。”这样，不仅学生的爱国意识得到鼓励，而且建立了远
大的目标，有利于他们思想道德的提高。 

（四）以身作则，进行示范教育 
教育，讲究“上施下效，教人为善”，教师的一举一动，对

于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学生在很多时候，会可以模仿教师的
发音、思路、姿态等等，进而形成一种习惯。所以，作为小学数
学教师，要注意自己的师德师表，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学
生，比如：在校园内，教师应当穿着朴素[2]，端庄大方，不浓妆
艳抹；在讲课时严谨认真，吐字清晰，书写规范；在和学生交流
的过程中，说话有理有据，温文尔雅。在教学内容和方案的设定
上，可以用自己来举例子，让学生分析，锻炼他们对数学的运算、
建模、想象、分析以及推理等方面的能力，形成数学学科的专业

素养。 
三、小学融入德育教育需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道德要求过高 
教人为善，是人类社会教育的最高追求，但是在教育的过程

中，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些误区，比如说对目标的要求太高。就像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小学教育中，鼓励小学生学习赖宁救火的
行为，明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后来，这种事迹又被认为是
不适合在小学生中提倡的，对于小学生，我们应当先教育他们热
爱生命，珍惜生命。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准则，
而我们不能把一个高标准的牺牲精神强加给所有人[3]。对此，我
国的先贤孔子曰：“失之矣”。 

（二）避免教育方向过偏 
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对他们传授的理念都是要学

“孔融让梨”，孔融这一让，让出了千古传承的美德规范，但是
这真的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吗？相对于让梨式的教育，一位母亲
为孩子分饼的做法，似乎更值得我们深思：让一个孩子分，另一
个孩子先选。两个孩子掌握着不同的权利，在公平的原则下，按
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内心的善良，
而不是虚假的伪善，所谓“让”，也没有一直让一方让的，这样
的教育，在方向上未免有些偏了，很容易让学生在长期的不公平
待遇下，产生“恶”的心理。 

（三）避免教育形式化 
什么是“德育教育的渗透”？在进行教育的时候，我们首先

要明白这个问题。德育教育不是一次活动，不是一次讲解，也不
是一句口号，它应该是处在生活和学习之中的，让学生能够在不
知不觉的情况下受到感染的教育。现在小学生的整体情况，还是
积极向上的，但是也不乏学生课上满口“礼仪爱心”，下课打架
骂人的情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现在的德育教育，是存在
缺陷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德育教育的形式化，应该学习某些西
式的教学，把德育成绩，加入到学生的整体成绩当中，并且和文
化课程占有同等的地位，而学生参加的实践活动，做出的好事，
就是学生的德育成绩。 

结束语 
德育教育，是我们教学的最高标准，在小学数学教育的过程

中，我们要善于挖掘教材内容，联合生活实际，合理有效的进行
德育教育的渗透，充分发挥数学的人文性和思想性，帮助学生具
备数学的核心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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