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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体现着党和国家的育人要求，是全面提升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湖南省14个地市的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162份自编《语文课程思政调查问卷》，从教学实施现

状、教学成效表现、教学需求趋势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中小学生对道德理念的理解处于浅层认知阶

段和期待多样的教学手段；采用访谈法对湖南省三个地市的3位语文教师进行个别访谈，自编《语文课程

思政访谈提纲》，从认知与实施现状、挑战与问题两个维度探究，发现语文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

不足，诗文鉴赏与思政元素的结合流于表面。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的统计与分析，有针对性地提

出语文课程思政的有效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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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bodies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
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conducted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14 cities and prefectures of Hunan Province, to distribute 162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Curriculum”.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the manifes-
t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trend of teaching demands. It was found th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moral concepts is at a shallow cognitive stage and they 
expect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view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indi-
vidual interviews with three teachers from three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Hu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Interview Outlin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Curriculum”, exploring 
from two dimensions: cognitive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t was discov-
ered that teachers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hi-
nese curriculu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prose appreci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is superficial. Through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
terview results, effective practical path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ur-
riculum were proposed in a target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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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核心目标。2022 年 11 月 4 日，《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事关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学生的健康成长[1]。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旨在构建全员、全程、全课

程的育人格局，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中小学语文课程作为文化教

育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思政资源，尤其是诗文鉴赏等教学活动，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天然的切入点。

然而，当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语文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以诗

文鉴赏为例，聚焦于立德树人背景下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讨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存在问题及改进策略，可以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的现状调研 

2.1. 调查访谈基本情况介绍 

此次现状调研分别对湖南省长沙市、张家界市等地区的中小学生和在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个别访

谈。 
对中小学生采用调查问卷，自编《语文课程思政调查问卷》，该问卷聚焦语文课程思政教育实施效

果，共设计 10 个问题，采用随机抽样发放给湖南省 14 个地市的中小学生，共回收有效问卷 162 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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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参与主体为初中生，共占 68.52%，其次为高中生，占 21.6%，小学生最少，仅占 9.88%。 
对在职教师采用个别访谈，自编《语文课程思政访谈提纲》聚焦中小学课程思政实施现状，共设计 8

个问题，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湖南省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市(张家界市、长沙市、衡阳市)的 3 名

在职语文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2.2. 中小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语文课程思政调查问卷》共 10 个问题，问卷包含 3 个核心维度，分别为教学实施现状、教学成效

表现和教学需求趋势。聚焦核心维度从问卷中选取 6 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Stud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表 1. 学生调查问卷结果 

类

别 问题描述 数据分布 

教
学
实
施
现
状 

1.在学习古诗文时，老师是

否会讲解其中的道德观念和

人生哲理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16.67% 58.02% 19.14% 6.17% 

2.在语文课堂上，你是否能

感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19.75% 60.49% 14.81% 4.94% 

教
学
成
效
表
现 

3.你觉得通过诗文鉴赏，你

是否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完全能 能但不太深刻 不太能 完全不能 

16.06% 62.96% 16.05% 4.94% 

4.你认为上语文课在哪些方

面对你有帮助？ 
对自我 集体社会国家 人际关系 思维方式 人文素养 

53.09% 88.89% 59.88% 67.9% 78.4% 

教
学
需
求
趋
势 

5.你对当前语文教师在思政

教育方面的表现满意吗？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2.35% 61.73% 12.96% 9.88% 3.09% 

6.你希望在语文课程中采用

哪些新教学方法增强思政教

育效果？ 

传统讲授 信息技术 创设情境 小组讨论 融合时事 探究教学 

12.96% 85.8% 77.78% 74.69% 66.67% 64.81% 

 
由表 1 可知，当前语文课程思政教育实施已形成较好基础。有 74.69%的学生表示在学习古诗文时，

教师总是或者经常讲解其中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哲理，仅有 6.17%的学生认为教师从不讲解。关于“在语文

课堂上，你是否能感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这个问题，有 80.24%的同学经

常能感受到这些思想的启发。上述问题结果表明，语文课程思政教育已构建起较为良好的基础。古诗文

教学通过道德观念阐释实现文以载道，将近八成学生在课堂中切实获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浸润。 
对于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成效，74.08%的学生表示较为满意，仅 12.96%不满意群体，反映现有教学模

式接受度良好；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在教学深度、方法创新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问卷反馈显示，核心

价值观理解“能但不太深刻”占 62.96%，显示认知停留表层，6.17%古诗文教学从未涉及道德观念，存在

教学盲区；学生对方法创新需求迫切，85.8%学生期待信息技术赋能，77.78%憧憬情境教学，反映传统讲

授模式(12.96%)吸引力不足，“小组讨论”(74.69%)、“融合时事”(66.67%)等实践性教法成主流诉求。 
在语文古诗文教学中，学生普遍能感受到道德观念引导，并在课堂中学习到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

教育，但部分学生对思想内涵的感知仍停留在浅层认知阶段。学生虽认可语文课程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认

知的促进作用，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理解尚未形成稳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对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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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创设生活化情境等新型教学手段表现出强烈期待，反映出传统单向讲授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

语文课程思政教育需求，亟待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教育效果的深化与延展。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正处于从

“量变积累”向“质效突破”转型的关键阶段。在保持现有教学优势的基础上，亟需通过守正创新实现

突破。 

2.3. 在职教师个别访谈结果 

《语文课程思政访谈提纲》共 5 个问题，包含认知与实施现状、挑战与问题这两个维度。个别访谈

对象分别为张家界市市级中学 A 教师、长沙市重点小学 B 教师、衡阳市县级普通中学 C 老师。具体结果

见表 2。 
 
Table 2. Faculty interview results 
表 2. 教师访谈结果 

 认知与实施现状 挑战与问题 

访谈 
问题 

(1) 您是否了

解课程思政 

(2) 您认为语

文课程思政

是否有必要 

(3) 您认为诗文

鉴赏和课程思政

结合情况如何 

(4) 您在课程思

政教学中通常采

用什么方式？ 

(5) 您认为语文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有哪

些 

A 教师 了解 有必要 较好 讲授法、融合时

事进行讨论 
部分学校和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

不明确、学生学习效果难以评估 

B 教师 较为了解 非常必要 良好 讲授文本内涵、 
思政话题讨论 

思政元素融入不自然，有形式主义倾向、

部分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同感低、诗

文教学停留于字词释义与道理阐释 

C 教师 了解 有必要 一般 讲授法、 
思政主题写作 

内容枯燥难以打动学生、评估标准和方

法不完善、学生个体差异较大 

 
由表 2 可知，当前语文课程中的诗文鉴赏与课程思政结合呈现“共识与困境并存”的特征。 
从认知层面来看，三位教师均表示“了解”或“较为了解”课程思政，且一致明确认同语文课程思政

的必要性，其中 B 教师更强调其“非常必要”的育人价值。然而，实践中仍存在认知不均衡问题，如 A
教师指出“部分学校和教师认知不明确”，B 教师补充“部分教师认同感低”，表明认知转化为教学理念

仍需推进。 
从实施现状来看，教师通过多元化手段探索诗文与思政的融合：教学方式上，均以“讲授法”为基

础，辅以“时事讨论”(A)、“思政主题写作”(C)等形式，试图从诗文鉴赏中提炼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

思政元素，但结合效果存在差异，A、B 教师评价为“较好”“良好”，而 C 教师认为“一般”，B 教师

也指出存在“诗文教学停留于字词释义与道理阐释”的情况，反映课程思政实践成效受到教学手段和思

政元素挖掘能力影响较大。 
从面临的挑战来看，教学实践中仍存在着学校或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认知不明确”的浅层问题，

而 B 教师指出“思政元素融入不自然，有形式主义倾向”，C 教师认为在教学中“内容枯燥难以打动学

生”，这表明语文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度不足；此外，C 教师、A 教师分别认为“评估标准和方法

不完善”、“学生学习效果难以评估”，教学评价层面缺乏完善的评估标准和方法，难以评测思政育人成

效。反映出课程思政需从“硬结合”向“软渗透”转型的深层改革诉求。 

2.4. 调查访谈结果分析 

调查与访谈显示，师生对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认知度逐步提升，但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思政元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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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鉴赏呈现表层化结合。其核心矛盾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教学理念亟待更新。语文教师积极尝试在诗文中融入课程思政，调查结果显示，将近 80%的中

小学生能够接受到老师所传达的道德观念、人生哲理和核心价值观，但由于教师自身水平有限，思政元

素挖掘尚显不足，仍有 62.96%同学表示未能感受到思政教育的深层影响。部分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

知不足，对思政元素提取往往停留在表层解读，将思政教育简化为道德知识的单向传递，导致忽视了学

生的主体体验，缺乏对学生认知规律和价值观建构过程的关注。这种“教化式”思维使思政元素与学科

内容呈现机械叠加状态，学生虽能感知概念却难形成情感共鸣，如古诗文教学往往停留于字词释义与道

理阐释，缺乏对价值内涵的深度挖掘，致使学生对思政观念的理解停留在抽象层面，知行转化存在断层。 
二是教学方法和手段现代化转型不足。访谈显示教师以讲授法为核心，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

生更期待生动多样的教学手段，其中“信息技术”(85.8%)、“创设情境”(77.78%)、“小组讨论”(74.69%)
成为普遍诉求，这也体现出教学方法创新滞后于学生的需求。同时，讲授法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平

铺直叙地讲述道理、理论，难以吸引学生[3]，超过六成的学生能够理解教师所要传授的思政理念但并不

深刻，将近两成的学生表示不太能理解教师所传递的道德知识，反映出课程思政实践成效受到教学手段

影响。教师虽能通过课堂讲解阐明思政内涵，但单向输出模式缺乏情境浸润与实践体悟，易使价值引导

沦为理论“灌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宏大主题若仅依托课文解读，缺乏角色代入、历史情境还原等

体验设计，学生难以跨越认知与情感认同的鸿沟，导致思政教育“入耳不入心”。 
课程思政与诗文鉴赏的表层化结合困境，核心源于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双重滞后。从教学理念这

一方面来看，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不足，价值内涵的挖掘深度不够，忽视学生认知规律与情感体

验的阶段性特征，这种“教化式”思维导致了语文课程和思政元素的机械叠加；从教学方法这一方面来

看，传统讲授法的单向“灌输”难以吸引学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缺乏创设情境与互动体验的教学设计，

致使价值观引导停留于概念认知层面，未能形成知行合一的育人闭环。这种结构性矛盾揭示出课程思政

改革急需通过系统性路径实现教学理念转型与方法创新，从而打通价值引领从知识传递到情感认同的转

化通道。 

3. 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3.1. 提升思政素养，更新教学理念 

3.1.1. 思政素养的提升 
访谈中 A 教师指出“仍有部分教师对语文课程思政的认知不明确”，B 教师认为“部分教师对语文

课程思政的认同感低”，这显示出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不足。问卷结果显示，约六成的学生认为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能但不太深刻”，表明部分学生对思政内容的认知仍停留在表层，难以形成

系统性的价值观体系。由此得知，教师在语文课程思政认知和思政政治理论素养方面还有待提升。 
首先，教师需要深化语文课程思政认知，明确自身在思政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教师需立足语文学科

特性，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中华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通过诗文鉴赏等教学活

动，引导学生在学习经典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语文教育真正成为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的育人工程。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认识到自身既负有传授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的义务，又肩

负锻炼学生意志、健全学生个性和塑造学生灵魂的主体责任[4]，应在课程实践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学生品德修养，培养其奋斗精神，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5]。 
此外，教师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确保思政教育的方向正确、内容科学。通过理论学习，教

师能够更好地将思政元素与语文教学有机结合，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落实到每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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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例如，教师在教学《沁园春·雪》时，可以结合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引导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1.2. 教学理念的更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语文课程致力于全体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为学生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

打下基础；为培养学生求真创新的精神、实践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及学生的

终身发展打下基础[6]。”访谈显示，教师均以“讲授法”为主，未突破传统“教化式”思维，B 教师也

指出“诗文教学停留于字词释义与道理阐释”，未能达到文本的多元、深度解析，教学理念亟待更新。所

以，教师应突破单向说教模式，通过思辨性互动教学实现价值渗透；同时需强化文本深度解析与单元化

整合能力，形成梯度式育人体系。 
在基于语文课程开展学科德育活动的过程当中，教师需要以教学内容为主要载体和渠道，突破传统

教化式思维框架，摒弃单向道德说教模式，转向“师生对话、双向建构”的互动形态，通过设置开放性议

题、创设思辨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价值探索，进而实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教导目标，这对于德育内

容的逐步渗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7]。此外，教师应将思政教育视为教学内容的核心要素，强化文本深度

解析能力，运用批判性阅读策略，注重对经典篇章的多元解读，从语言形式、文化语境、思想流变等维

度展开多层级解读，揭示作品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要更加

注重单元化教学的整体性，将单篇课文置于单元主题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建构，以人文主题为纽带，整合

单元内不同文体、不同时代的文本资源，设计梯度式思政教育目标。例如在统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诗文情怀”主题教学中，通过统整《沁园春·雪》《我爱这土地》《周总理，你在哪里》三篇

诗文，构建“责任·使命·崇敬”的思政育人体系，使价值引导贯穿于语言建构、思维发展和审美鉴赏的

全过程。 
经过上述教学理念的革新，其终极目标在于促使语文教师形成思政教育理念，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

一，成为塑造学生多元素养、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情操的良师益友[8]。作为一线教学工作的计划者和实施

者，教师是全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因素。所以，教师必须要对自身教学观念进行更新，提高自己

的思政意识与能力，这是课程思政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4]。 

3.2. 改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 

3.2.1.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多以教师单向讲授为核心，通过平铺直叙讲述道理和理论的方式，难以吸引学生，

致使价值观引导停留于概念认知层面，未能形成知行合一的育人闭环。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

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9]”这一重要论述为提升语文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指明了方向。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八成的学生更期待情境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教师应选择生

动多样的教学方法，契合学生对语文课程思政实践的需要，才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进而上好思

政课。 
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美国教育家杜威。杜威最早将“情境”

纳入教育研究范畴，将其阐释为一种能够激发个体思维的特别选择的环境，并强调其对个体生长的积极

促进作用[8]。例如，教师在教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可以设置以下情境：杜甫作为一名诗人，如

果他生活在当今社会，他想参与民生建设，那他的条件是否具备担任民生代表的资格呢？以杜甫作为锦

官城的民生代表为情境，让课程思政与情境教学法的结合将语文课堂变得生动新颖。教师以核心素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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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开展情境教学时，让学生置身情境，成为学习的主体[10]。突破传统课堂古诗词教学模式化、程序化

教学的局限，加入当下时事热点，巧妙融入新课标大力推行的情境化教学，力求让古诗文在当下焕发新

生。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转变原有的教学观念，由课堂的领导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尝试运用

讨论式教学法进行教学，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教学中体现他们的主体性，进而提高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学习效率[11]。例如，在教学《观沧海》时分小组讨论“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是否体

现了个人的野心与国家的命运？”。学生分组搜集资料，从历史背景(三国统一)、诗歌意象(沧海、星汉)
等角度讨论，教师总结时联系“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的思政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 

传统教学模式因固守单项输出模式，导致语文课程和思政元素结合流于表层化与说教化。互动式教

学、角色扮演法与情境教学法的协同运用，不仅重构了师生双向对话的课堂生态，更借助数字技术赋能

与真实情境创设，将价值引导有机融入语言实践与文本解读过程，从而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思政概念与

具体的情境相联系，更好地实现对思政知识的理解与吸收，提升语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3.2.2.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普及，加强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已成为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12]。调查问卷显示，八成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信息技术在

语文课程思政中的应用，而多媒体教学与网络资源迎合了多数学生的需求，为语文教学开辟了崭新的路

径，促使教学模式从传统的线下学习向线上学习延伸。教师应积极主动地设计与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教学

空间、场景与学习方式，致力于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13]，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

获得学习机会。 
在课堂教学环节，教师可充分利用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使诗文鉴赏更具生动性与趣味性。例

如，在学习《木兰辞》时，为学生播放经典电影《花木兰》片段，让学生从影片创作者的角度学会分析诗

文，能够让学生更为直观地感受诗文的创作背景与情感内涵，进而深化对诗文的理解与感悟。 
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催生了以微课为载体的新型教学手段。微课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

展而逐渐兴起的教学技术，其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促进学生理解和吸收知识，还能有效引导

学生学习过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14]。微课在语文课堂上的应用要将课堂内容充分与思政

教学相结合，可以应用于课文背景的介绍以及预习等环节，使学生更好的了解课文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通过 2~5 分钟的微视频，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德育育人进行充分的结合，同时有效兼顾传授语文知识，进

而使小学语文教学资源更丰富，知识呈现形式更多样，学生的学习体验更真实，最终全面发展学生的能

力和德育素质[15]。 
在数字化转型与教育现代化战略的双重驱动下，语文教学正经历着从知识传递向素养培育的转变。

思政教育不仅让教师“教学生学语文”，更要求教师“教学生学做人”。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不

仅能健全学生的人格，还能为学生的精神成长、生命成长助力[16]。借助这些教学手段的创新，教师能够

更高效地将思政教育融入语文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4. 结语 

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探索是新时代教育理念的具体实践，同时语文课程本身具有开展思政教育

的优势。诗文鉴赏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包含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能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道德品质和爱国情怀。在诗文鉴赏中进行思政教育，能让学生在阅读经典时自然地学习正确思想，同时

掌握知识，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领的完美融合。随着教育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语文课程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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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会继续发展，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学段的教学实践上的差异，探索更多的教学模式和评测方法，为新时代教育改

革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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