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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作为

一门人文性极强的学科，具有得天独厚的德育渗透优势。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却存在教师德育意识薄

弱、德育方式单一、德育内容脱离实际、评价机制不完善，德育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为了摆脱中学

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困境，应当着力提升教师的德育意识、探索更多的德育方式、力求德育内容贴合

实际、建立和完善语文课堂的评价机制，此外，教师更要深入文本，挖掘德育元素，为推动德育在中学

语文教学中的深入渗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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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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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a highly humanistic subject, Chi-
nese has a unique advantage in mor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However,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 weak awar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single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divorced from reality, imperfect evaluation mecha-
nisms, and insufficient use of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each-
ers’ awar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exploring more ways of moral education, striving to make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more realistic,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hinese classroom and eval-
uation mechanism. In addition, teachers must go deep into the text and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ole of mor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Work hard to penetrate deeply.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Reform, Chinese Teaching,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学

阶段是学生品德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语文教学渗透德育，不仅可以让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情怀。语文作为一门人文性

极强的学科，具有得天独厚的德育渗透优势。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如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诚信友善等。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感悟，这些德育元素能够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

学生的心灵深处，对他们的品德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时代课程教学改革不仅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行动，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对于全

面发展的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探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学语文教学

中德育渗透的必要性，以及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的现实困境，探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途径和方

法，以期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2. 德育渗透概述 

德育，即思想品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

影响，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转化为个体思想品质的教育。德育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德育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

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它涵盖了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品德培养和教育活动；狭义

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学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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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

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这是教育者在特定环境中，针对学生进行品德培养的主要方

式。 
德育渗透，又称“渗透式德育”，属于隐性教育、暗示性教育，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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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式。它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德育内容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想的熏陶，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3. 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必要性 

3.1. 语文课程标准的育人要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

分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和奠基作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在课程基本

理念中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在新课改背景下，中学语

文课程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更强调课程的育人功能，而且更加重视将德育贯穿于语文

教学的全过程[1]。由此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是贯彻语文课程标准的必然要求。 

3.2.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 

德育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与核心素养中的“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

等方面紧密相连。通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可以使学生能够在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责任感，这不仅关注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和人格完善。

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和美好，此外还能够引

导学生关注社会现象、思考人生价值，培养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综上所述，在中学语文教

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是落实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德育渗透能够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升其道德情感和社会责任感[2]。 

4. 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现实困境 

4.1. 重智育轻德育 

长久以来，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学语文教学更多地关注于知识点的传授和应试技巧的训练，

学校和教育部门通常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的主要指标。这种以分数

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过度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的重要性。 
在竞争激烈的升学环境中，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为了提高学生的升学率，学校和教师往往

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智育方面，而忽视了德育的培养。且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德育意识，认

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只是传授语文知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而德育是

道德与法治课的范畴，是班主任或德育课教师的职责，与语文教学没有直接关联。这种观念导致教师在

语文教学中忽视德育的渗透，导致语文教学与德育相脱离[3]。 

4.2. 德育方式单一 

即便一些语文教师有着德育的观念，但是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德育渗透方式，往

往只能向学生灌输一些道德观念，而不能理解学生进行深入的理解和体验[4]。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今

社会，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思维也更加活跃。然而，一些教师却落后于时代，仍然采用传

统的德育方法——说教，这不仅不能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甚至可能会引

起学生的反感，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德育效果。 

4.3. 内容脱离现实 

现有的中学语文德育内容往往过于理想化，缺乏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学生往往难以从教材中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18


马啟前 
 

 

DOI: 10.12677/ae.2024.14112118 710 教育进展 
 

受到德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关联[5]，此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断涌现，

然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往往更新缓慢，缺乏创新和时代感，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教师

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时，往往不能紧密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际，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也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的行为。 
而且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时，许多教师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践教

育的重要性，学生往往只能通过课堂听讲和书面考试来接触德育内容，难以真正体验和感受到德育的实

际意义。 

4.4. 评价机制不健全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评价往往过于注重学生的外在行为表现，而忽视了对学生内心世界的深

入了解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发展情况。例如，一些语文教师

可能仅仅通过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纪律遵守情况等方面来评价学生的德育水平，而忽视了对学生道德

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方面的评价。 
由于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教师在评价学生的德育水平时往往只能凭借自己的主观印象和感觉进行

判断，容易出现评价偏差和不公正的情况。由于德育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一些学生可能会为了得到一个

好的评价结果而采取不正当手段，如虚报、假报等。这些行为不仅使评价结果失去了真实性，也对学生

的道德品质和诚信意识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由于评价结果的失真，学校和教育部门也难以准确地掌

握学生的德育情况，无法对德育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改进。 

4.5. 资源利用不充分 

中学语文教材往往蕴含了许多深刻的德育元素，如《岳阳楼记》中的忧国忧民情怀，《背影》中的亲

情和感恩之心等。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往往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技巧的训练，而忽视

了这些德育元素的挖掘和利用。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课文、分析语言，而未能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文章背后的道德寓意，从而错失了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宝贵机会。 
德育资源的利用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更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加深学生对德育理念的理解和体验。

然而，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实践活动的融入往往不足。教师可能只是偶尔组织一些主题班会

或征文比赛等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德育体系。此外，一些活动

可能过于形式化，缺乏实质性的德育内容，导致学生难以从中获得深刻的道德启示。 
在中学阶段，德育资源不仅仅存在于语文学科中，其他学科如历史、地理、政治等也蕴含着丰富的

德育元素。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跨学科德育资源的整合往往不足。部分教师可能只关注本学科的教学

任务和内容，而未能与其他学科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挖掘和利用德育资源。这导致德育资

源的利用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德育合力。 

5.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路径 

5.1. 增强教师意识，发挥示范作用 

教师作为德育渗透的重要主体，其德育意识对于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强化教师的德育意识是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关键，只有教师充分意识到在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语文课堂才

能充分发挥其德育渗透的效果。因此，学校应通过开展相关的“德育意识”培训活动，提高教师的德育

意识。 
教师作为学生的示范者，其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学生，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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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重要举措。教师在日常生活或教学中应当极力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要

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使学生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得到熏陶。此外，教师还应当通过参加相关培

训、进行道德反思，以不断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德育能力。 

5.2. 创新德育方式，重视多元渗透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不能只依靠说教的方式。首先，说教往往只能够起到促进道德认知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情感的参与和意志的培养。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

情境、组织学生讨论、开展与语文课堂相关的德育活动等方式，使学生在获得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培养

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 
例如，进行《论教养》的教学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于“教养”展开讨论，并就生活中道德现象进

行角色扮演，模拟道德行为和对教养的认识，从而引导学生对道德中个人教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情

感参与中获得相应的德育。 

5.3. 注重情感交流，进行道德实践 

德育并非空谈，而是应当付诸实践。在教学离学生距离较近的课本时，教师应当尽可能引导学生进

行亲身体验，在实践体验中进行德育渗透。例如在教学《背影》时，可以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多和家长沟

通交流，以提高学生对于长辈的爱。在教学距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的课本时，可以通过观看影视作品、

参加访谈等形式进行情感交流。例如在教学《沁园春·长沙》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红色纪念博物馆，并

邀请有关人士给学生进行讲解，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5.4. 完善道德评价，建立奖惩机制 

就语文课堂而言，学生的道德表现往往难以呈现，因而完善语文课堂中的道德评价体系，才能更好

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语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共同制定“语文课堂道德准则”，并且鼓励学生相互监

督，对于道德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与奖励，而对于表现较差的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长久以往，学生便会

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5.5. 注重文本教学，挖掘德育元素 

初中语文教材是文质兼美的课文集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教师需要仔细研读教材，深入

理解文本内容，挖掘其中的德育主题、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在备课时，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根据课

文内容找准德育切入点。例如，在教学《背影》一文时，可以从小活动“我眼中的父亲，我体会到的父

爱”入手，引导学生体会亲情的可贵，从而懂得应该孝敬父母。 

情感朗读是文本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情感朗读，让学生在朗读中感受文本

所传递的道德情感，增强道德感受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引

导学生理解文本中的道德主题和道德观念。例如，在教学《乡愁》一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查阅资

料了解大陆与台湾的历史，从而明白台湾自古以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培养爱国情怀。 

在文本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全班讨论，让学生分享自己对文本中道德主

题的理解和感受。通过讨论，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增强道德认知能力。除了课堂教学外，教

师还可以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德育渗透。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道德的力量和价值。 

总之，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挖掘一切可用的德育元素为德育渗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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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德育作为学生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教育之一，对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学语文教学更是

进行德育渗透的优选路径之一。然而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中，德育渗透往往进行的不彻底甚至被忽略，

究其原因，主要是语文教师的德育意识薄弱甚至缺失，即便部分教师有进行德育渗透的意识，往往会因

为方式单一而难以取得良好的德育效果。此外，德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德育评价机制不完善、德育资

源利用不充分等，亦是造成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收效甚微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走出中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第一是学校加强对

教师德育意识的培养，教师要主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身作责；第二是教师应当主动探寻德育的更

多方式，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三是在德育过程中注重情感交流，带领学生进行道德实践；第四是从

各方面完善德育评价体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学语文教师要深入研读文本，充分挖掘一切可利

用的德育元素，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服务，为“立德树人”服务。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可谓任重而道远，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才能克服德育渗透

中的困境和挑战，推动德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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