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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初探
向　敏 1　姚　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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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教学过程，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思维动起来，想象飞起来，在这个如行云流水般艺术美的文学天地里任

意驰骋，从而使学生在心智两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审美教育也是一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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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
明确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在
听说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大纲很明确地把进
行思想教育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之一，这就要求我们教育
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在语文教学之始终有机地渗入思想教育。

那么，如何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呢？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从认识学科特点、情感教育、审美教
育发端，进行了肤浅的探索，现简述如下。

一、正确认识学科特点寓教于理

小语大纲明确提出：“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
的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一是
工具性，一是思想性，且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这就是语文学
科最基本的特点。由此可知，寓教于理是小学语文科最基本
的要求。

所谓寓教于理，就是通过人物、景物、图画的赏析，使
学生在对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深有体会的基础上，由情入
理，把握作品的思想、观点，受到思想教育。语文教学作为
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引导学生借助作品的语言感知形象、
产生审美效应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因势利导，使学生认识
已感知的形象意义，体会已有的感情所包含的思想，使之把
审美感受上升到审美意识，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使学生心灵
得到净化，思想受到“教化”，进而从“感文”上升到“感
心”的境界。如我们在教人教版六年制小语七册第 5 课《珍
贵的教科书》时，当学生对指导员的形象有较深认识，并且
动了尊敬之情后，就要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指导员的精神价
值之所在，达到从内心敬佩指导员的精神美、意志美，进而
受到理性的启迪和思想教育。

二、通过情感教育进行思想教育

首先，正确了解语文入选文章中蕴藏的思想感情是进行
思想教育的前提。课本中的文章，多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
这些作品无不是作者“情动于中，不吐不快”的力作，因
“感”而发，有“情”才抒，文章中渲泄奔腾着感情的激流，
字里行间跳动着感情的脉搏，有血有肉的人物呼之欲出、栩
栩如生。缘于此，可以说“情”是语文教学的灵魂。要使学
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把精力集中在“情”字之上，深入
感悟作品，淋漓尽致地把作者创作时的满腔激情“释放”出
来，使学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受到思想教育，养成爱憎
分明的优良品质。

其次，挖掘文章蕴含的思想感情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条件。
教师只有提炼出作品的精华，把握作品的内在情感，感悟作
者思想情操，才能讲的透、述得真，感动学生，与作品中人
物同休戚、共哀乐。

再次，运用恰当的情感表达方式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契机。
或激情，或尾尾讲述，诱发学生情感，激发学生激情，产生
感情共鸣，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想教育。

譬如，《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文短小精炼，却极富感染力
和审美意境，我们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认真品读，提高学
生对语言文字的鉴赏和感悟，比如：“路是那么长，人是那么
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
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等句子在情感上、表述上很有
艺术美，再如“焦急”与“耐心”看似矛盾，其实是最能真
实表达当时人民群众等待总理的心情。通过激情朗诵、以读
入情、审美入意，使学生体会到百万群众因敬而送，因尊而
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这样，自然把学生引入作品的情境之
中，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中加深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与作品
的情感，作者的思想，教师的激情融为一体，产生“感情共
鸣”。挖掘了作品的深刻寓意，陶冶了学生的性情，净化了学
生的心灵。

三、通过审美教育进行思想教育

“情”与“境”在文章中是完全统一的，二者关系是思想
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作者描绘情境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
表达思想、抒发情感。言为心声，文学作品是作者用此表达
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点的，要使学生受到思想教育，就要使学
生感知人物的形象美、内涵美、思想美。语文科教学的审美
教学也源于此。

“美育，德育与智育三必要。”（王国维语）这句十分精辟
地阐明了通过审美教育进行思想教育是最佳的教育方式。审
美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让学生赏心悦目、扣人心弦、励志纯德
的教育。语文教学过程，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思维
动起来，想象飞起来，在这个如行云流水般艺术美的文学天
地里任意驰骋，从而使学生在心智两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
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审美教育也是
一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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