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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赵红明 

（龙台镇王家山小学  甘肃天水  741306）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是每个语文教师的职责。具体地实

施，就要结合小学生心理发育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是

充分利用教材渗透德育; 二是在有感情地朗读中渗透德育; 三是在情景

教学中渗透德育; 四是德育教育要注重持久性。用真情去激发学生真情，

用教师的责任感促使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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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
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重视提高
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
的人格，促进德、智、体、劳、美的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是
语文教学目标的重要一环。 

近期，网爆出少儿砍死母亲，学生路打昔日老师事件，实在
让人心寒。同时也引发问题让民众思考：成绩第一还是人品第
一？答案是唯一的，如果高考状元是杀人犯，他的归宿定然是法
律的审判。在此，足以凸显德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品德教育
必须从小抓起，必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具体到日常的教育
教学中，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利用教材渗透德育 
在小学阶段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应当把教材作为主要载

体。语文学科具有多元性，不仅具有工具性和知识性，还具有思
想教育性。语文课和其他学科相比，在德育教育方面具有更大的
优势。随着时代的进步，语文学习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仅
引导人们的交际、思维和生活，还引导人们认知世界、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同时又对学生人格的塑造、情感的陶冶、价值观的形
成有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翻开课本，你会发现这一篇篇
情文并茂的文章，就是一个个德育教育的范本。 

二、在有感情地朗读中渗透德育 
入选小学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大多是语句优美、内容生动的

写景抒情的文章，真实描绘了自然和生活的场景，为小学生们展
示了一个个童话般的世界。对这类文章，在课堂教学中，应着重
抓好重点语句、段落的朗读训练，让学生在感知语言文字的同时，
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在作者创设的情境中展开合
理想象，体会作者思想感情，从中受到思想品德教育和美的熏陶。
如：教学《神州谣》（部编版第三册）一文时，为了让学生体会
作者对大自然的赞美和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笔者认为
可以尝试不同的读法来领悟、渗透德育。 

“文章的语言总是表达特定的感情”。在教学活动中，还可
以让学生学会“揣摩与品味”的方法，强化语感训练，挖掘语句
的含义，深刻领会作者的意图、品味及思想内涵，从而达到提高
能力、渗透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例如：教学《掌声》（部编版
第三册）一文时，要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写两次掌声的句子。同时，
老师要范读，读出鼓励和赞美的语气，然后让学生反复读，品味
句子表达的真实涵义，让自己也树立自信。这样，德育就自然而
然地渗透到了教学当中。 

三、在情景教学中渗透德育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表演的方式来再现

情境、创设情景。具体地就是让学生扮演角色进行表演。这样，
可以拉近学生和文中角色的距离，让学生和文中角色零距离接
触。促使学生带着角色转换的真切感受来理解课文，体会课文表
达的主旨，不仅使课文所描绘的形象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器官，而
且笼罩了丰富情感的色彩。例如在学习课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时，笔者尝试着将全班分做四个小组，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余自行编“剧本”、各小组自选“导
演”、自选“明星”演员，在课余进行排练， 后用两节课时间
给各小组表演。在活动中，无论哪个环节，同学们都表现出了前
所未有的热情。通过表演课本剧，扮演“渔夫、老太婆、金鱼”
等角色，认真表演了课文所描绘的“渔夫救了一条金鱼，把它放

了，金鱼为了报答他，说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渔夫把这件事告诉
了老太婆，老太婆一次又一次地向金鱼提出要求， 后居然要当
女霸王，金鱼很生气，把给他们的一切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这些
情节，深刻领会到“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人的可悲下场。善良
的人呀，也不能太懦弱了”的寓意。使学生对文章印象更加深刻，
感受到要“用自己的劳动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改编、
排练、演出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学生对文章所描述的
时代、人物的思想感情不断加深认识与反复体验的过程。这种协
调性很强的活动，能培养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深切体
会到“与人合作”的重要性，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德育，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内化，获得了非常好的德育教育
效果。 

四、德育教育要注重持久性 
德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德育为首。这就要求教师在教会学生学习的同时，必须适
时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作为教师要明确语文教材中德育内容的广泛性和语文学科
的特殊性。德育教育的内容从文本选择上是多方面的，例如《日
月潭》、《富饶的西沙群岛》等反映我们祖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
幅员辽阔；《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是反映新世纪祖国崭新的社
会新风尚，这一篇篇教材构成了一个个德育教育的整体。对学生
进行德育教育还要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潜移默化地逐渐渗透，在
细化上下功夫，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使学生的思想品德受到洗
礼，得到内化。 

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方法还有许多，如在
人物分析中让人物感染学生，进行德育渗透；结合时代背景，在
揭示课题中渗透德育；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德育渗透；教师以身
作则，进行德育渗透等等。 

总的来说，在教学的实践和探索中，笔者逐渐体会到，小学
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素材。但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渗
透德育，必须坚持“文道统一”的原则，以语文知识为基础，选
准文与“道”相统一的结合点，做到以文传道，以情入理，文道
结合，情理交融。这样，学生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潜移默化中，就会逐渐受到思想品德教育，大大提高对真善美和
假恶丑的辨别能力，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健康的道德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