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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主流教育理念的今天，尤其是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社会问题的凸显，德育逐渐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首要环节。

在高中阶段，只专注于知识的教授，不重视学生道德和心理的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只有在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把

德育放在首要地位，对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高素质、高品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高中化学教

学过程中的德育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性的建议，以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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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

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受教育

者积极的认识、体验和身体力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

品德和自我修养能力的教育活动。简言之，德育就是教师有目的地培养

学生品德的活动。高中化学课程目标提出：“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

探究活动，使学生体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激发化学的兴趣，强化科学探

究的意识，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

此，如何将德育渗透到教学的所有环节当中，成为当前高中化学教育的

一项重要课题。 

1 当前高中化学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现状分析 

1.1 道德法制教育 

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时期，但是在这一阶段，也

处于角色同一对角色混乱的重要时期。如果这个时候在同伴交往中难以

保持一致，就容易产生对周围世界不信任感的危机。再加上高中时期面

临巨大的学业压力，得不到很好的疏解，就会发生校园霸凌、校园暴力

等重大道德和法律问题。 

1.2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对民族、阶级、政党、国家、政权、社会制度

和国际关系的情感、立场、态度的教育。高中时期，我们的政治教育在

于逐步理解和领会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逐步形成爱憎分明的态度和立场。这就需要学校和教育者的正确引领。 

1.3 心理健康教育 

前面提到，由于高中阶段的学业压力和人格发展的危机，所产生的

道德和法律问题全部根源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

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少之又少，这成为了当前高中德育的一个重大缺陷。 

2 高中化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对策 

高中化学教学中渗透的德育教育，应遵循德育过程的规律，发挥化

学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发掘出德育内容，并且在潜移

默化中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2.1 教师教导下学生能动的道德活动 

学生品德的发展是在与教师和同伴相互影响中能动地实现的。也就

是说，教师单纯地进行道德说教，这对于学生的德育所起的作用十分有

限。教师可以在各种教学活动中渗透物质观。比如，化学实验本身就是

一种物质的实验过程，对于唯物主义教育有着先天的优势。教师和学生

可以同时体会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如分子、原子等物质，或在元素周期

律中体会物质运动的规律，这不仅能够对学生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也会

促进教学相长的理念，师生得以共同成长。另外，在教育理论中，道德

认知发展模式中存在一种“道德两难法”的德育模式，因此在化学课上，

教师可以灵活运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进行道德判断，强化学生的道德认

知。 

2.2 培养学生知、情、意、行互动发展 

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是一个整体，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注意知、情、意、行的整体功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

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四者相辅相成，全面发展。在高中化学课堂上，

为明显和有益的无疑是利用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古

代的四大发明，还是瓷器的制作、发达的冶炼工艺，都是促进学生民族

认同感、自豪感的文化符号。而在当代，以药学家屠呦呦为主要贡献人

的医学团队结合中药和中西药的结合研究，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

氢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对于在专业领域培养爱国

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2.3 发挥教育合力，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自我教育是指个人主动地提出道德修养目标，并以实际行动努力完

善自己的道德品质的过程。它是在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个人品德修养自觉能动性的表现。爱过主义人文教育主要培养学生感

性的道德认知，而化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可以培养学生尊重科学严谨性、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对于实验步骤的一丝不苟，对于实验试

剂的量化等等，这是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道德行为，多方面的

教育合力可以促进学生刻苦学习的态度，并把它转化为实际行为，产生

长足的、全面的进步。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教师要把握好运用各种

资源发挥引导性的作用，不断完善教学体验，在引导学生爱上化学课的

同时，促进学生健康三观的形成，合理规避在学习压力状态下的情绪管

理和心理健康，发挥化学课的唯物主义教育优势。在师生互动中做好道

德榜样，引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达到师生和谐健康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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