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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良好道德

观念和道德品质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学阶段德育教育渗透的关键环节。

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要善于挖掘中课文中的德育

教育因素，持续不断地向学生渗透，并以身作则、躬亲示范，为学生树

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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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的教学宗旨在于引导学生掌握基本语言文字
知识，提升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同时还要借助语文教学的平
台来向学生开展德育教育，使得学生能够在无形中得到价值观和
思想的熏陶，形成更加高尚的道德品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中学语文教师要其作为教
学基本指导思想，构建科学的思想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成为对社
会和国家有用之人。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在中学德育教育中遇到
的问题来探讨德育教育渗透的方法和路径。 

一、发挥榜样的作用，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 
榜样的作用在长期以来的德育教育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善于运用这种经典的教学方式，帮
助学生挖掘榜样，让同学们可以在同伴中找到学习的典型，做到
相互促进、优势相长，在循序渐渐中提升自身的素养和品质。榜
样带来的激励作用是无穷的，如果我们能够学生能够向着一个自
身崇拜、喜爱和尊敬的榜样学习，那么他们就能够在无形中接受
到正确的思想熏陶和行为引导。对于中学生来说，教师的榜样作
用显然是最大的，他们一方面从教师那里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
面还受到教师一言一行的影响。除了班主任之外，语文教师的影
响可谓是最显著的了。语文教师在中学生眼里是饱读诗书、通晓
古今、能言善辩的人，教师的风度仪表和言谈举止往往是学生们
聚焦的焦点，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在以后的人生中
多年不忘。所以，要针对学生这样的心理特征来发挥教师的熏陶
作用，让学生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得到引导，让教师真正地发挥
出自身灵魂工程师的作用。当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主导者，
在生活过程中是熏陶者，他们需要严格地约束自身行为，恪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做到言传身教，给学生带来积极正面
的影响。 

二、结合语文课程具体内容，对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积极正
面的影响 

很多语文课文本身就是良好的道德教育素材，中学语文教师
需要充分地运用这些资源，结合恰当的教学手段，将德育教育渗
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为例，该
篇文章语言优美、情境超脱，给人世外桃源、超凡脱俗之感，能
够在无形中激发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能够让学
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产生强烈的热爱之情，进而体会到生命的美
好，激发出热爱生活的情感。当代中学生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物质
条件之下，良好的居住空间一方面带来了便捷的生活条件，另一
方面却也限制了学生的生活空间，使得很多学生在无形中积累了
压抑、孤僻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来
引导学生去思考自身生活环境和作者所描述环境支架的差异，引
导学生思考作者写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进而让学生
去思考自身在和平年代应当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生
活。学生开始思考自己还不是要用物质至上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
一些行动，是否需要在生活中引入其他的价值观念，进而扎到自
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价值观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文章往
往是作者整篇文章中的精华，如果教师要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作者
传输的价值观，要对文章内容的细节进行补充，这样才能让学生
更加深刻地理解文章内容，使其能够在灵魂和思想上得到升华。 

三、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的习题进行道德教育 
德育教育不仅仅要渗透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更要从

课上延伸到课下。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完成各项布置的练习

任务的过程。在测试和练习的过程中，学生的精神高度集中，教
师也将测试和联系作为检验其文化知识掌握情况的重要手段，但
是普遍认为将之作为德育教育渗透的方法有失科学性，教学效果
也大打折扣。其实不然，语文联系和测试的内容大多为阅读和写
作，在设计测试和联系内容时，教师可以思考如何将德育教育渗
透其中。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写一篇关于父亲或者母亲的作文，
可以结合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半命题作文，可以结合近年来盛行的
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让学生探探对传统节日的看法。在这样的
写作和联系中，学生能够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写作中融入真情实感，并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观
点、彼此尊重观念。思想道德教育需要渗透到德育教育的方方面
面，甚至可以渗透到测试和写作环节。 

四、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进行道德教育 
中学语文课堂是由一篇篇文章串联而成，教师讲解课文的过

程中，就可以将思想道德教育元素渗透其中。教学内容和德育教
育内容的渗透可以一并进行，使得学生深刻地感受到课文中传递
的情感和价值。心理学家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产生的一种积
极的体验，是从内心深处激发动力的根源。情感同时也是语文教
学的灵魂，是帮助学生智力转化的重要推动力，是形成学生积极
向上思想态度的原动力。小说、记叙文等文体作品的教学，教师
要注重情感性教学的开展，调动学生的情感，营造和课文内容相
似的意境，在作者、学生、教师之间形成强的情感共鸣。教师要
让教育在自然而然中形成，而不是强烈地对学生进行灌输，要求
学生应该怎么样，在具体的情境中学生才能反思、思索。 

总而言之，中学语文教师要在具体教学内容的指引下进行德
育教育的渗透，要将语文之中的德育教育因素充分地挖掘出来，
使其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在立德树
人的原则下开展语文教学活动。同时，语文教师需要不断地提升
自身道德修养、为学生树立榜样作用，将德育教育全方面地渗透
到各个教学环节。 

参考文献： 
[1]任守燕，黄文博.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J].吉林教

育，2017（24） 
[2]孙凤琴.关于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探讨[J].课程教

育研究，2017（19） 
[3]丁海燕.论德育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J].新课程(中

旬).2012(08) 
[4]王本华.从八大关键词看“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

[J].课程教学研究.2017(05) 
[5]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开展真语

文大讨论[J].语文建设.201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