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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道德教育 
◆马怀青 

（新蔡县体育中学） 

 
摘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贯彻道德教育，既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也符

合学生心理特点。因此，历史教学中把国情与道德情感教育相结合，精

心选择德育教育的内容，正确选择教育的方法，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是每位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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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新课标也要求教师不仅让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还应
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历史是一门人文学科，其思想
性、政治性、故事性很强，它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情感教育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历史教师可将我国的基本国情与道德
情感教育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爱校、爱家、爱国方面的道德情感
教育，引导学生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那么，如何在历史课教学
中进行道德情感教育？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充分挖掘历史课本潜在的德育资源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发展史，是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有令国人骄傲的四大发明；有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
晶--万里长城和故宫，可以利用悠久的历史、鲜活的历史人物、
重要的历史事件、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近代的国情等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1、历史时间与道德教育相联系。 
时间是抽象的概念，干巴巴的东西，但把它和历史课中的历

史人物，历史时间联系起来，成为具体、鲜活的东西，在德育教
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讲解我国境内 早的远古人类元谋
人，据考古发现，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有 170 多万年，可以使学
生认识到我国历史悠久，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以增强中华民族
的自豪感。再如，在讲授古代史部分时，我国在许多科学领域都
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足以使我们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
劳智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些都是用时间来论证的。 

2、历史人物与道德教育相联系。 
历史人物是历史中 重要的因素，因为人是历史的主宰，离

开了人的活动，历史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对一定时
期历史人物讲解、评论，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学生
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为什么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却遗臭万
年？将来长大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不做什么样的人，对于历
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在讲解中除了完成教材内容的讲述外，还
适当作一些补充，并用对比的方法以加深学生认识。如讲唐太宗
时，讲完唐太宗的政绩后，对他进行评价，可以尝试着把隋炀帝
与唐太宗对比着进行分析评论：隋炀帝和唐太宗两人生活年代接
近，就个人素质和经历都聪慧过人、知识丰富、有勇有谋，隋炀
帝在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唐太宗灭隋朝的战争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都不是嫡长子。按照宗法制度都不能继承
帝位，但他们都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 终当上了至高无
上的皇帝。下场却是截然不同：隋炀帝刚愎自用，日益骄奢，挥
霍无度，好大喜功，多次游江都，对高丽用兵失败，葬送隋朝，
被世人称为暴君，可谓遗臭万年；而唐太宗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
路，他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展生产，改革
政治制度，善于用人和纳谏，可称得上封建帝王的楷模，成为古
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代明君。为什么出现如此相反的结局呢？
我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寻找答案，许多学生都找到隋炀帝当上皇帝
后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终落得身败名裂。 

历史教材中也例举了许多为后人所不齿的反面人物，如石敬
瑭、汪精卫等。将这些人物的丑恶言行尽量地揭露出来，使学生
不仅对他们产生了憎恨感，也使学生在批判中明辨了是非，弘扬
了正气，能让学生学会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及其功绩。 

3、历史事件与道德教育相联系。 

历史事件离不开历史时间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教师通过对历
史事件的讲解、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辨别事理的能力，以
进行德育教育。如将讲明末农民战争这一事件时，我首先分析了
明末农民战争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内部日益腐败，表现宦官专
权；二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无路可走；
三是天灾，这是直接原因，这三个条件促使起义爆发，然后农民
军发展的情形和行军路线，指出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无敌，是因为
农民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口号：“均田免粮”、“一民不杀”、“三
年免征”这符当时广大百姓的迫切愿望。 

二、提升历史教师的德育素养 
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德育教育的重要方面，师生间的交往中，

学生会效仿老师，教师的言行举止随时都会给学生留下烙印，所
以，教师随时树立榜样。 

第一，树立新理念。新的形势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课
改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导向。要紧跟时代步伐，树立大局意识和
发展意识，把培养接班人为目标，认同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树
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
健康的心里、崇尚科学意识，确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充分体现历史教育的本质特征。 

第二，提高新认识。教师通过学习、培训，把握历史教学发
展前景以及对学生德育教育有全新的认识，树立高度的责任心，
意识到德育教育重要意义，以便教育教学活动中牢记德育教育的
融入。 

第三，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教师应当认识到加强自身修养
的重要性，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教师只有有道，
才能传道，不惑，才能解惑。教师必须了解新知识、新问题。必
须不断的钻研业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诲人不倦、循循善
诱，因材施教，以灵活多变的教学艺术打动学生的心灵。教师还
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对学生有一颗
爱心，养成无私、善良、宽宏、谦虚、诚实正直、爱岗敬业、为
人师表、严谨治学、团结协作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严谨治学、团结协作、言行一致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而不从”，威信来自榜样。 

三、以乡土为载体进行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课本，要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亲身体验。利用重要的节日如，清明节、国庆节组织学生聆
听着烈士的故事、观看资料和图片，会使学生心灵上再一次受到
震撼，树立和平年代居安思危意识，发奋图强，建设家乡。 

四、以情感沟通为导向，进行德育教育 
初中历史教学注重认识和感知，强调师生在教学中的情感沟

通，教师要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教学的相互配合、教学相长等，
以形成师生双边的互动教学，进行德育教育。 

五、树立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感

受到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之后所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将成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文明
令人骄傲与自豪，这种自豪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灵震撼，催促人们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初中生正处于正确的国家观念和民
族意识树立的关键时刻，在历史教学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念和民族意识尤其为重要。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基本素养
教育，能使其思想得到提升。方法可多样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也不是某一堂课或某一个历史内容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我们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坚持，注重道德教育，培养学生以史为鉴，
明辨是非，使学生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同心同德
共筑“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