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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渗透的策略探究
黄 露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街道第一初级中学　广西　贵港　537131

摘　要：初中语文与道德教育有着很紧密的联系，语文属于语言性学科，注重的就是人文和道德，中学语文所教授的很多文

章都是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是中学语文教学的

重要任务，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渗透道德教育，实际上是要求语文教师对讲课内容进行重新考虑和设计。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直接开展专门的道德教育课。根据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初中语文课堂上穿插道德教育内容，

能够让学生更愿意接受。语文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两者相互融合，语文课堂讲的是语言知识和思想，是易于学生接受、学习

的；而道德教育就需要对学生慢慢地启发和引导，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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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课堂具有德育渗透的极有利条件，通过初中语
文课堂学生能够间接地接受道德教育。语文教师要尽可能结
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融入道德教育，让中学生的语文知
识水平与道德素养共同取得进步，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意识，让中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师要结合语文课堂
内容的特殊性，充分利用语文中蕴含的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以语文课堂为载体，设计合适的方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落
实中学生道德教育。

一、德育和语文的关系
中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只是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只有学生

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才
能符合新时代对三好学生的标准要求。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
极大地减少了青少年做出错误行为的概率。只有有了良好的
行为习惯，学生才能有更好的人生道路。我们都明白，学生
即使在学校没有学到知识，进入社会后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
的人；但是学生在学校没有培养好道德修养，出了学校后就
有可能犯下错误。初中语文注重的是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尊
敬师长、孝顺父母，这些教学目的很契合道德修养的要求，
教师可以通过语文进行语文素养和道德修养的教导，强化学
生在语文中学到真实情感，同时中学生的修养也会在真情实
感中得到升华，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目的，最终
实现让每位学生都能成才的目标。通过教师对一篇篇经典课
文的讲解，学生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到语文基础知识，也可以
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比如学生如果懂得了换位思考，就不会
养成自以为是的坏习惯；一个明白父母的爱的学生，是会真
正去尊敬、孝顺父母的，他们是不可能去伤害父母的。

二、初中语文德育教育的意义
莎士比亚说：“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

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
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这便表示，我们只
有将道德和才艺同时拥有，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均衡发展贡献
力量。假如只有道德观念而缺少真才实学，那么在这个高科
技畅行的时代则跟不上现实的节奏；而没有道德理念的约束
与客观指导，纵有再高的才艺也不能造福于人类世界。我国
“九年义务”教育的教学目标充分迎合了“素质教育”的要
求，不仅要让学生在充满正能量的校园里健康成长，更要培
养他们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

初中语文教材不仅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化的深奥与优美，
更加凝聚了古今中外道德理念之精髓，是为学生开智、明德
的重要工具。事实上，初中语文教师在平日的教学活动中，
对于学生进行合理的德育教育，在开发他们智慧的基础上引
导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对于学生道德与才艺的均衡发展
便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渗透的策略
其实，学生语文成绩的提高是和道德教育密切相关的。

我们不能单单认为德育教育就是一门单独的课程，把道德教
育和语文教育区分开来进行直接的思想灌输，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不愿意听，造成智力教育和道德教
育的分离。这种可以区分的结果是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逐渐
丧失，也使教师的教学计划无法实现，学生自然无法去理解
文章的中心思想，自然也就失去了在语文课堂上培养思想道
德修养的机会。在初中语文课堂中促进学生的道德教育，不
仅要求教师给学生传授基础的语文知识，同时也要在学好语
文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思想精神水平。如果学生
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了，那么学生在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时
就会变得容易很多，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
育，也有助于教师实现自己的教学任务，为社会、为国家培
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做到以“德”促“文”。

首先，教师要抓紧语文课堂开展道德教育，语文教学中
的道德培养渗透在课堂上进行。语文教师在上课期间通过课
文内容结合道德教育的方面进行授课，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在语文课堂上对学生潜移默化地渗透道德教育的方式有很多
种，比如在上课前用一段前言来让学生有心理准备，先声夺
人，开一个好头就可以加速成功；在导入新课时，导语的设
计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容易唤起学生的真情实感，带领学生
步入作者所描绘的情境。比如在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课文
《台阶》中，初中生的长辈或多或少都是从事过种地劳动的，
初中生的爷爷经历的时代其实和文章描述的时代大致相似，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想自己的爷爷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平时特别勤俭节约，而且一直都有辛勤地劳动；再让学生回
忆爷爷脸上的皱纹、满是老茧的双手，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
通过情景的回忆让学生去感受那个时代农民的艰辛和生活的
不易，这样就能够很快地帮助学生唤起对自己爷爷的敬佩和
感动、对爷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同情，这种授课形式很容
易就让学生很好地感染了真情实感。

四、结语
教师要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在初中语文课堂上融合

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更容易学懂。语文知识学习和
道德修养的培育是密切相关的，语文讲的是语言的基础知识，
学生是容易学习的；而道德教育就需要对学生慢慢地启发，
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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