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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程是一门思想性较强的学科，是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它学科相比，在进行德育教育方面具有许多无可替代

的优势。小学时代是同学们德育培养的重要启蒙阶段。德育教学不但要求有教育德育的课程，还要求别的相关学科老师们融合课程特征，体

会德育的真谛，把德育的教育形式完美的与本科教育学科相互融合，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健康成长，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让他们变成有

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键词] 小学语文；德育教育；教学策略；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小学的德育教育，并不光是思想品德学科老师的责任，还要求别的

学科老师的关注和共同参与。小学时期是孩子们开始产生并且逐步形成

三观的关键时期，所以德育教育是各学科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语

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它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

础，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培养学生创造力，培养学生爱美情趣，养成良

好的意志品质，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的教学任务。相比其

他的学科，有着其特有的德育教育功能。实际上，每个从事教育相关的

工作者都肩负着保护下一代茁壮成长的重要责任。 

1 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的现状 

1.1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德育教学不够重视 

德育教育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大

部分语文教师还是认为德育教育是品德课和班主任的工作，再加上部分

语文教师教学理念存在偏差，认为把德育教学安排在正常的教育之中，

会大量占用专业课程的时间，耽误学生们基础知识的学习时间，故而极

少有愿意将时间分出来用于德育教学，备课时也不能把德育教育的内容

充分考虑进去，从而忽视了小学生的品德与情感问题，这样在教学中就

会出现重知识传授轻德育教育的情况。虽然语文教学的重点不是德育教

育，不能本末倒置，但也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让德育教育的功能缺失，

否则，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对语文课的学习失去兴趣，也会影响语文教

学质量的提高。 

1.2 教学中“三维目标”的落实中淡化了德育目标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

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个方面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注重语文素养整体提高。这就要求语文教学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正确导向。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不应把它当成外在的、附加的任务，应把这

些内容贯穿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而实际教学当中，许多小学语文教

师由于种种原因，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能全面的落实“三维目标”。教

学中为了迎合社会和家长的评价以及学校的考核，教学过程中把主要的

精力和时间用在强化基础知识的训练上，只重视“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而忽视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 

1.3 部分教师专业知识广度深度不够，理念陈旧 

要想把德育教育融入到每堂课的教学过程之中，并能起到熏陶感染、

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扎实的教学功底和较强的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但由于部分小学语文教

师专业知识的深度广度不够，在备课时就不能全面掌握教材德育内容的

重点，不能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就不能充

分考虑德育教育的渗透问题；还有部分老师教学理念陈旧，依旧按照传

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课堂教学单一无趣，在课堂中仍是以老师为主体，

习惯于在讲台上唱独角戏和滔滔不绝的给同学们满堂灌，不让学生互动

和自主学习，很少让学生发表自己的不同讲解，很少对学生的表现及时

进行积极的评价和有效的激励，致使德育教育的目标任务得不到有效的

发挥。 

2 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德育教育目标的策略 

2.1 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提高专业水平 

首先，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要顺势而为，适应新时代

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既教书还要

育人。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在教育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性，把德

育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其次，老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者，更

是孩子们的引路人，需要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力。所以，教师要做好学生的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

时时处处做学生的表率，用自己高尚的品质和人格魅力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生，让自己成为学生心中最崇拜的人，从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同时，教师要不断的加强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扩充知识的深度

和广度，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要经常、反复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在备

课时要准确把握教材的三维目标，善于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德育教育因素，

并巧妙的贯穿在课堂教学之中。 

2.2 在课堂教学中挖掘德育教育内容 

语文教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中挖掘德育教育内容。比如，

有的课题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和时代背景，教师就要紧扣主题，在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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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的时代背景中，使学生受到思想品德的教育；在字、词、句的品析

中，抓住最能表现课文思想内容的词句，让学生品读，体会作者所表达

的思想情感，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在朗读教学中，教材里面有

许多词句华丽、语言优美、内容充实的文章，文章之中的文字和标点符

号都是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细致描写，可以给同学

们展示出不一样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教师通过声情并茂的范读，学生

自己品读、集体朗读、分角色朗读等多种朗读方式，在朗诵重点段落和

词句的同时，细致的体会到文章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和主要思想内容，

从中体会到思想道德的熏陶和对美的追求。比如，当老师们在上《日月

潭》这篇课文时，可以组织同学们自行体会并进行互相交流，老师在一

旁提点。让同学们感受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叹，对我国大好河山的

忠贞和爱国之情。老师可以让同学们先进行默读体会，发现文章中最优

美的词句，然后在语文课堂之上分享朗读给其他同学们共同品味，并进

行组内交流，相互评价，最后选出一名同学进行全班的分享和发言汇报。

在上《最后一课》这篇课文，就可以很好的让同学们感受到国家破灭前

最后一刻的宁静是什么感觉，这个时候老师就要做好背景故事的讲解，

然后使用表演的形式带领他们明白战乱时期，侵略者们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的水深火热的处境和无休止的折磨以及悲伤。在上有关革命英雄题材

的课文时，使学生明白战争的危害和国家和平的来之不易，深切体会革

命英雄们的奋勇抗争、英勇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牺牲的奉献

精神，激发他们心底对国家的热血，对战争的厌弃，对抗战杀敌的战士

们的敬佩之情。另一方面，经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同学们可以在明白文

章含义的时候还能轻易融入作者的感情世界，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德行

教育和环保教育，可以培养同学们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敬畏和喜爱之

情，还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语文的德育功能。 

2.3 课外阅读和写作中提炼德育教育素材 

课外阅读和写作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补充。在教学之余，教

师应多渠道拓展学生的课外读物，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特别是要开发

读物的德育效果。语文老师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活动，把课外阅读

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师生阅读、亲子阅读和读书竞赛活

动，有重点的向学生推荐一些英雄人物故事、名人传记、成语故事等书

籍进行阅读，并有针对性的开展讲故事比赛，让孩子们在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情景中受到道德的熏陶和感染。同时还可带领学生进行班名的特色

设计，引导同学们利用所学的相关语文知识进行道德条约和要求的编写，

然后张贴在墙上。班级设置图书角，还可以自己展开读书比赛活动，引

导同学们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老师们还能推荐读书目录，把他粘贴在

班级的墙壁上，督促同学进行阅读，增长见识和知识储备。班级之中，

黑板报可以单独挑出一个角落作为美文赏析角和读书角，使得学生在课

间可以利用零碎化时间进行课外知识的了解和积累，以书香的环境引导

学生爱上阅读，培养出更多有道德、爱读书、有文化的人。作文是语文

教学的重要内容，日记或周记是学生课外写作的主要形式。我们不要求

小学生写日记，但可以写周记。老师可以从同学们每周的周记和作文中

来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感受学生们对事物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走进和

了解同学们的内心世界，这样就可以做到及时发现同学们思想或者生活

学习上面的问题和困惑，就可以给予有的放矢的进行一定的援助和疏导。

老师们需要把批改周记作业当成是道德教育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手段，

在这个环节之中可以迅速发现问题的根源，及时解决相关的问题。当老

师在批改时发现了一些对他人或者对社会略显偏激以及不符合社会主义

价值观的观点时，也要耐心留下客观的评语，及时听取学生的真实想法，

引导其进行改正，而不能对其进行过激的批评和指责造成不可挽回的局

面。只要经常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学生就不会走上歪路，就会帮助他们

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 

2.4 在各种活动设计上突出德育教育主题 

小学语文老师大部分是班主任，除了在课堂上进行德育教育外，还

可以利用班级主题班会、队会和社团活动，进行德育教育。比如，通过

课本剧表演的形式来指引同学们感受爱国主义的情感和重要意义。老师

们可以挑选学生深入解读文章中人物的品格和思想行为然后展开演绎，

使他们意识到文章之中的主人公不在是书本里面的平面人物，而是一个

个跃然纸上的活的灵魂，能够更好的使同学们带着角色的视角来体会情

绪变化和心路历程来深入理解文章的主旨和中心思想，加强对文章的感

悟能力。还可利用重大节日和传统节日的节点，组织同学们观看爱国主

义教育影片、介绍节日的原由和意义、进行经典诵读等形式，对孩子们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同学们了解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懂得今天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的养分。还可组织他们参加

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活动，感受劳动的艰辛，学会保护环境、珍惜资源

和劳动成果。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热爱祖国，热爱中

国共产党的情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对和平的追求和对

祖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从而实现语文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有

机结合。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课外阅读等几个方面

适时进行德育教育，可以提高和培养孩子们的道德情操，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可以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意

志品质和辨别是非、对错、丑美、善恶的能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植在每个孩子的心田，从而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促进素质教

育目标的全面落实。 

[参考文献] 

[1]常世明.新时代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教学策略探究[J].科学咨询

(教育科研),2018(08):112. 

[2]颜志礼.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开展策略探究[J].科学咨询(科

技·管理),2018(08):126-127. 

[3]周彦辉 .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渗透 [J].黑龙江科

学.2018.9(19):108-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