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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课外阅读中渗透德育教育
安　燕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第五中学　055250

课外阅读是学生在课外通过阅读书籍、报纸、杂志、观

看影视和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的一种方式，是语文教学的

课外拓展和延伸。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新课程标准》中有

专门的要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

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从上述中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

课外阅读不仅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对

学生进行德育渗透的抓手。如果老师能够引导学生在课外有

计划、有选择的开展广泛的阅读活动，就可以让学生在吸收

人类文化精粹的同时，提升自我的认知水平，找到炼德和求

知的学习榜样，进而以此为参照，对接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准确规划人生的方向，锻造自我德行。

一、阅读文学经典，寻找学习榜样。

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

尚的人谈话。”中学生课外阅读内容广种类多，学生不可能不

加选择的全部读，需要老师向他们推荐经典作品。那么何为

经典文学作品呢？经典文学作品，应该是有着指导作用的权

威著作，有着道德启迪和人生感化的作品。借助它，不仅能

够开阔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而且还能够磨炼意

志，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比如阅读《红岩》，就能够把学生

带回到动荡不安的年代，去体会江姐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里

遭受各种酷刑时表现出来的坚定与不屈，进而去学习她的革

命气节、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

再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学生阅读过后，相信一定不

会忘掉桑地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场景，一定不会忘掉文

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经典语句。阅读

这本书，学生可以领悟到人类不向命运低头，学习老人永不

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

不朽的经典名著凝聚了人类思想艺术的精华，可以陶冶

思想情操，给人以深沉的思维空间。多读经典名著，对青少

年的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好处。孩子通过阅读不朽的文学作品

可以提高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识和理解，对人生哲理潜移

默化的接受，比大人肤浅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有效得多。

二、品析评论文章，定位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网络时代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新媒体的出现，拉近了整个世界的距离。尤其是正处在身心

需要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们，新媒体对于他们的生活态

度、学习兴趣，道德品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运用新媒

体这种科技的工具，做好广大青少年们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工

作，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关键的意义。

如果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环球时报》等报纸上或者网络媒体上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争议

话题的评析文章，就能避免他们认识的肤浅和偏见，还原事

实真相，教会学生求真，这正好暗合的新课标中要求学生阅

读近期重要的时事评论，学习作者评说国内外大事和社会热

点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要求。如 2018 年重庆市万州区发

生的公交车与小轿车相撞后坠江的事件，《中国青年报》中青

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把公交车带入深渊不是失控的方向盘，

而是致命的情绪》的快评文章。这篇文章，相较于更多的人

只是面对悲剧的唏嘘悲叹，更显认知的理性和深度告诫人们

在情绪上涨时不放任自己、不冲动行事，做事要严守规矩，

敬畏生命。如果让中学生多阅读类似的理性文章，不仅能激

发他们关注社会热点，而且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正义感，构建

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观看影视节目，把准人生航向。

在大众媒体中有很多经典的影视节目，他们通过一篇篇

精美的文章，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幅幅精彩的画面，一封

封古今书信……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带领他们去品味人间

冷暖，感受家国情怀。《道德观察》直击种种道德事件，一方

面对可歌可泣的高尚德行进行讴歌，在感动中激发每个人心

中向善的力量，另一方面对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揭露和鞭

挞，在震撼中让每个人用思考完成心灵的净化。《今日说法》

栏目通过以案说法，向全民普法律知识，引全民法制思维，

劝全民树规矩意识。《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的盛典表面上是公

布评选结果、表彰获奖对象，实则是宣传凝聚传统美德的榜

样。像这样的栏目和节目还有很多，比如《焦点访谈》《朗读

者》《见字如面》《艺术人生》《中华诗词大赛》等，学生通过

浏览或者观看这些内容，不仅能够拓展视野空间丰富知识积

淀，而且还能够从中受到法的告诫、情的感染和礼的教育。

如果学生多收看这些节目，会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建构

体系，进而把准人生航向，做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苏霍姆林斯基说：“课外阅读，用形象的话来说，既是思

考的大船借以航行的帆，也是鼓帆前行的风。没有阅读，就

既没有帆，也没有风。”如果老师用好了课外阅读，就能够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在博览群书中全面

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的同时，找到感情的共鸣，弥补精神之钙，

提高道德修养，把自己锻造为有学识、有品德、有担当的新

时代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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