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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语文是小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性学科，具有较强的工具性和思想性，是

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小学语文课堂中渗透德育，既能突出语文教材的育人优势，还能让小学生在

学习新知识时，受到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本文简述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

的重要性，以教材、生活、课堂为中心，探索德育渗透于小学语文课堂的具体策略，实现小学语文课程

德育，有效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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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must work hard to strengthen moral cultivation, Chinese is a basic subject in primary 
education stage, has a strong tool and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implement quality 
education. The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h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of Chinese textbooks, but also enable primary school stu-
dents to learn new knowledge while being guided by correct values and develop good moral b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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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r habits.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akes teaching materials, life and classroom as the cent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realizes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good mor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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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育德”是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旨在让学生学习语言知识时，能够建立起一种对文化、历史、民

族和国家的正确认识。因此，语文学科在道德教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将“立德树人”理念渗透到

课堂教学中，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教师要以“立德树人”为指导思想，主动改革课堂教学方式，

以充实学生知识为前提，发挥思想引领的功能，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素质。在实践中，教师应

该以“立德树人”为导向，抓住语文素质教育的特征，把学科知识和道德要素有机融合，使学生的身体

和心理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2. “立德树人”的内涵解读 

深刻把握“立德树人”教育观的内在逻辑，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和领会小学道德教育的创新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立德树人”由“立德”和“树人”两部分构成，两者相辅相成。 
“树人”的基础在于立德。关于立什么德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可以分为小德和大德，私德和公

德。新时代的“德”应该是以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基本要求的私德和以共产主

义理想和爱国主义信念为根本原则的公德。 
“立德”之根本在于培养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担任的时代新人。其中，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公德发挥了重大意义，为我们培养能

够肩负起时代重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奠定基础。 

3. 德育对于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左传》载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之所以将“立

德”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德育为先。我国自古以来遵循的教育理念便是注重育德育才相辅相成。贯彻落

实这一教育理念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意识到语文育德在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3.1. 丰富课程教学内涵 

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固定化，经常是以对具体的知识点的讲解为重点，这就导致了语文

课堂教学的内涵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如果能够积极地推动小学语文课堂中

的德育融入，就能够进一步推动教师在语文课堂中引入丰富的、多样化的德育素材和资源，这样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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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堂教学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可以有效地扩大课堂的教学内涵，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提升学生的

思维能力[1]。 

3.2.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在传统的语文学习课堂中，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语文教师常常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学

生的应试能力和语言水平上，而忽略了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2]。通过对语文课堂进行德育的渗透，能

够促进每一位教师主动树立素质教育和立德树人的理念，对学生进行综合语文能力和多项语文素养的培

养，从而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从而使学生发

展成一个全面的人[3]。 

3.3.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在传统的语文教育模式下，一些教师没有充分理解学科教育的有关概念，这不但阻碍了教学效能的

提高，也阻碍了教师自身能力的发展。而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教师在进行德育活动的时候，可以促使

自身建立起一种终身学习的思想和理念，并在德育的探索中，主动地学习专业化的理论知识技能，实践

中也会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这间接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帮助教师适应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4]。 

4. 立德树人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德育教学策略 

4.1. 深化教材研究，挖掘德育资源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出现的革命英雄事迹。所以，对统编教材中的革命人物题材进行研究，将语言文字的学习和革

命精神的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也是语文课程应该达到的育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按照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对这类课文的精神内涵进行准确地把握[5]。语文教材中含有丰

富的道德教育主题素材与学习资源，为小学语文教师高质量、有效地加强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主动了解当前小学德育现状和特点，对教材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解读，

充分挖掘出教材中所蕴含的德育元素，并对这些主题资源进行归纳、梳理和总结，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充

实和扩大资源的内涵，实施高质量的德育教育[6]。 
例如，在讲解《狼牙山五战士》小节内容时，教师要积极深化对该节课教材内容的研究、分析，积

极挖掘该篇文章中所包含的德育资源，如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素材、奉献精神教育主题资源，并积极结合

德育实施的需要对这些素材进行拓展和丰富，通过上网搜集的方式，搜集契合德育主题的视频、音乐、

图片等教学素材。 
《狼牙山五壮士》是一篇非常适合作为德育教育的课文，小学语文老师应围绕文章歌颂英雄精神这

一主题，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

道德素养。作为一部以革命为主题的课文，文中主要描写了几位革命英雄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人物形

象。因为学生生活在 21 世纪的和平年代，他们并不没有经历过战争，也不了解战争的残酷。因此，在课

堂导入环节，为了让学生了解课文的故事背景，采取提取关键词的方法，学生围绕关键词展开解释，体

味情感。通过“拖住”这个关键字，引导学生结合文本，思考文中使用这个字的原因，从而理解当时敌

军的攻势是何等的猛烈，当时壮士又是何等的势单力薄。通过揣摩词语，学生不仅能够准确理解这些词

语的含义，还能够根据这些词语展开想象，在脑海中构筑狼牙山五壮士且战且退的血战场面，使学生加

深对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的理解，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在文章中寻找五位战

士英勇奋战的细节，让德育渗透在教学之中，为后续的教学奠定良好的情感基础。最后通过播放《狼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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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五壮士》的剪辑视频，以及同名的音乐配曲，让学生沉浸式进行观看欣赏，借助多媒体技术调动学生

的多种感官，以此震撼学生的心灵，让同学们感受到英雄的伟大，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英雄的悲壮与崇高。

在这种感人的课堂氛围中，告诉学生，要继续发扬英雄壮士的爱国热忱，为了不辜负烈士的牺牲，要热

爱祖国、珍惜时间、奋进学习、提升自我，以达到德育的最终目的[7] [8] [9] [10] [11]。 

4.2. 积极联系生活，提高德育趣味 

小学语文课程与生活实际有着密切联系，语文反映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而生活是语文的源头活水，为语文提供丰富多彩的实用素材。课堂是语文教学的主要阵地，教师应积极

更新教育理念，让生活走进课堂，帮助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经验；强化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教学设计

中尽可能拉近语文教学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构建丰富且有活力的课堂，为学生创建生活化的教学环境，

让学生扎实掌握并灵活运用语文这一工具，通过衔接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使德育更具趣味性[12]。 

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父亲、树林和鸟》教学为例，为了增强德育渗透效果，教师应结合

生活实际进行教学，使学生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了让学生清晰的了解文章的叙事结构和主要

内容，教师应先组织学生阅读文章，并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边阅读边思考：文章中主要讲了一件什么故事？

题目中“父亲、森林、鸟”之间有什么关系？从文章中找到一句话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学生明确任务，

展开阅读，在任务中培养阅读能力。学生阅读全文后会产生很多感想或感悟，教师联系生活实际设问：

“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想一想父亲当时在想些什么呢？我看到父亲的动作又会想些什么

呢？从“我”与“父亲”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父亲对鸟有什么感情？结合课文最后为什么说“我真高兴，

父亲不是猎人”，这句话想要表明什么？表达了“我”什么心愿？通过设疑引导学生体悟父亲对鸟的热

爱，并感受到人鸟亲如一家的思想情感。同时，学生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探究，不仅能在品读词句的

过程中，体会词句生动的表达，还能代入人物，对文章产生更深入的理解。在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学

生肯定会有许多的领悟，教育者应该鼓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讲述或

描述出来。此时呈现小练笔要求：“假如你是父亲，你想为鸟儿做些什么？”“假如你是作者，你想对

父亲说些什么呢？”“假如你是鸟儿，你想对父亲说些什么？”在进行课堂练笔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能

够结合生活实际以及与父亲相处的细节，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同时在想象表达的过程中，意识到我

们要像父亲一样热爱并爱护小鸟，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共处的理念。这样，学生在掌握课文内容和

增强写作本领的同时，还能提高道德教育渗透的趣味性[13] [14] [15] [16] [17]。 

4.3. 立足课堂教学，高效融入德育 

在进行德育工作的时候，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德育环境，在

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和道德启迪，使他们处在一种情绪激荡、心海起伏的状

态中，从而提升德育效果，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立足课堂教学，进行高质量的课堂思政，是小学

语文教师强化德育的主阵地，只有积极地立足课堂教学，开展更为高水准的德育融入，才能给予学生更

为深刻的感染，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实现自身品格的升华。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入情入境，用情景表演的方式，进行想象与探讨，使德育渗透

无痕，育人无声。童谣的语言具有亲和、生动的特点，由于形象的单纯，很多儿童诗都有留白和想象的

空间。比如一年级上册第四课《四季》，先引导学生疏通词句，在学生读通读懂后，针对诗歌的空白处

设计一系列疑问“尖尖的草芽对小鸟说‘我是春天’。如果你是小鸟，你会怎么回应草芽呢？”“荷叶

圆圆，他对青蛙说‘我是夏天’，假如你是荷叶，你会对青蛙说些什么？假如你是坐在荷叶上的青蛙，

你又会对荷叶说些什么？如果你是在荷叶下乘凉的青蛙，你又会说些什么呢”……设疑的目的是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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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想象力，彷佛身临其境，走进儿童诗歌营造的意境。在想象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还

能让学生体悟诗人的情感，与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该环节让

学生表演鞠躬，让学生讨论交流鞠躬的意义，再讲解鞠躬的含义，最后让学生在朗读时读出恭敬的语气。

“谷穗弯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谷穗为什么要鞠躬呢？又是在在向谁鞠躬呢？学生讨论交流，

大家探讨谷穗在向谁鞠躬，有说是向太阳鞠躬的，有说是向大地鞠躬，有说是河流，也有的说是农民伯

伯，以示感激。孩子不仅识记了解“鞠躬”这一词语，懂得了句子的含义，也懂得了感恩。本课学习后，

他们懂得了爱护花草树木和小动物，人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更懂得了感恩。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在课

堂教学中渗透德育，为学生布置契合德育主题的任务和练习，不断优化课堂，渗透德育内容，致力于培

养每个学生的品德发展[18] [19] [20]。 

4.4. 聚焦读写结合，全面深化德育 

小学阶段的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同样重要，以读促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在语文德育教学的进

程中，教师更需要训练学生的读写意识与写作表达能力，语文德育让两者环环紧扣，提高学生的阅读与

写作的积极性，让他们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在广泛阅读中积累写作素材，从而提高习作水平，并养成

读写结合的习惯。语文课堂通过读写结合，促使中小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以《蚂蚁和西瓜》绘本阅读为例，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仔细观察蚂蚁，并思考当蚂蚁发现大西瓜

时，蚂蚁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是如何得知的？请在文章中划出你的依据？这么大一块西瓜，怎么吃得

完呢？那蚂蚁是怎么做的？三只小蚂蚁用力推西瓜，最后成功了吗？引导学生仔细阅读，认真体会蚂蚁

的心路历程，发散学生的想象力，为后续的小练笔做铺垫，同时让学生感受团结的力量。 
随后布置小练笔任务，教师出示蚂蚁的动作画面，让学生挑选一幅画面进行练笔写作。刚刚阅读的

过程中，通过教师引导，激发了学生读写的内驱力。在表达欲望的驱使下，学生想象表达，通过同伴评

价和小组评价之后，可以引导学生：你看一只只勤劳可爱的小蚂蚁，就这样出现在了你们的笔下。请大

家大声的读一读自己的习作，为自己的小蚂蚁发声。在绘本的最后，可以让孩子们来说说你觉得这群团

结可爱的小蚂蚁有什么收获呢，通过这个问题的引导，融读写结合与德育渗透为一体。阅读与习作相结

合，在理解想象的基础上自由写作，创造赋予意义和价值的文章。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得德育与语文

课程内容的教学得到有效融合[21] [22] [23]。 

5. 结语 

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而言，注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是教育者的共识。在学科育人的大背景下，教

师应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挖掘教材，获取丰富的德育元素，使学生

在掌握所学内容时，潜移默化地形成良好认知，践行良好行为，增强语文学科育人效果。同时教育者需

积极探索德育落实的相关策略，拓宽德育落实空间，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多样化教学活动，关注学生智

力发展的同时，助力学生能力和品德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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