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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教学与德育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二者密切相关且相互渗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不仅有其必要

性，而且也有可行性。在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的同时，更有利于推动语文课堂教学变革，促进智育德育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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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门最具人文性的基础学科，它不仅担负着传授知识的任务，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机结合方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健全人

格的人。《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应大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

道德品质，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１］因此教师应

努力优化语文教学方式，挖掘语文教学中的德育资源，注重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自觉加强语文教学的

德育功能。

１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现状分析
笔者在湖南第一师范一附小五、六年级发放２４０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２３０份。问卷从重视程

度、渗透方式、实现时间及学生反应四方面，对小学语文课堂中渗透德育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

１．１　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重视程度
根据问卷第１题、第２题回答情况可以看出，语文教师除了教孩子学习书本知识外还经常教孩子学

习怎样与人相处的占９１％，有时教的占９％；语文教师经常在教学中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热爱祖
国、热爱家人、热爱朋友”教育的占９１％，有时教的占２５％，很少教的占８％，可见任何语文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均能对孩子进行德育渗透。

１．２　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方式
根据问卷中第３题回答情况可以看出，在语文教师对孩子们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形式中，灌输、说

教、形式呆板单调占４６％，流于形式、应付上级检查的占１２％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占４２％。从第４
题可以看出，语文教师介绍作者时，经常引导学生去感受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占８９％，有时这样做占
１１％。从第５题可以看出，语文教师在分析关键词句，经常让孩子们感受文章内容及思想时，受到教育
和启发的占９４％，有时这样做的占６％。从第６、７题可以看出，语文教师在作文互评中，经常让孩子们
将心比心去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并且能使阅读者联系自身从而取长补短的占５１％，有时这样做的占
４５％，很少这样做的占４％。而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语文课外阅读活动，或者开展其他陶
冶和培养良好品德的活动方面，经常这样做占１２％，有时这样做占３４％，很少这样做占４０％，从来没有
做占１４％。

由此可见，在语文课堂渗透德育教学的方式中，介绍作者时引导学生去感受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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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分析关键词句和让学生感受文章内容及思想这２种方式最为普遍。在作文互评中，让孩子们将心比
心去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并且联系自身从而取长补短的学习，这种形式虽然运用了但力度不够。而通

过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活动很少，实施力度也完全不够。

１．３　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时间选择
根据问卷第８题回答情况可以看出，语文教师进行德育教育是在课堂讲解中进行的占３７％，在课

堂作业或考试中进行的占１３％ ，在课内课外活动中进行的占５０％。
１．４　学生对于在语文课堂中渗透德育教学的反应

根据问卷中第 ９题回答情况可以看出，学生可以接受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占
４２％，一般占４７％，无所谓占３％，很不能接受占８％。从第１０题可以看出，认为语文教师对自己进行的
思想品德教育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反差很大占０％；联系不紧，不完全一致占７％；还可以占６７％；联
系紧密，完全一致占２６％。

２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问题及归因
２．１　存在问题

第一，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渗透德育教学的方式少而且陈旧。主要表现为德育教学往往

与语文课堂分割开来，在语文教学中不受重视。不少组织者认为德育教学一般只与《品德与社会》《品

德与生活》课程以及班队课相关，因而忽略了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的可渗性，或只停留于班主任课堂上

的说教而已。

第二，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堂德育渗透教学的方法生硬简单且流于形式。表现为大部分教师都会采

用生搬硬套的口头说教方式向学生灌输德育理念，没有做到因材施教，这样很可能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或厌倦情绪。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章和不同类别的德育应选择适当的方法，才能增强说服力和可行性，从

而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教育。

第三，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选择渗透德育的内容过于随意，与学生日常生活衔接不够紧

密，从而不能立竿见影地学以致用。大部分语文教师没有深入探究教材，挖掘和把握蕴涵在语文课文中

的德育内容。同样学生对德育存在误解，将德育教学与一般的说教等同，认为其空洞乏味，无法体会教

学中德育的意义及带来的快乐。

２．２　归因分析
第一，重智轻德的传统价值观导向。在“应试教育”压力下，社会对一所学校是否优秀的最重要评

价标准是升学率，这造成学校教育工作“抓成绩手硬，抓德育手软”的局面［２］。作为学校教育宗旨贯彻

实施者的教师自然也深受影响。笔者在对几位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的采访中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心理定势，那就是觉得德育是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内容，德育实施的成功与否也不影响升学率。所以语文

教师并未将过多精力花费在研究课堂德育教学的渗透方法上。

第二，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语文教师专业功底不扎实，导致对教材的钻研不够深入，对知识

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结合点把握不准。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深入挖掘和准确把握每一篇课文所蕴含的

德育内容、选准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的结合点，因文释道，有机渗透，把德育灵活地渗透在听、说、读、写

各个环节，让学生们在学习语文专业知识的同时，体会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培养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

达到既传文授道又有机渗透的目的。

第三，缺乏专业评价机制。目前比较普遍的评价机制是，教师在上公开课时，参与评课的领导和其

他教师的评价标准在于教师言行是否得体、讲解知识是否透彻以及是否与学生进行良性互动这几方面，

而并没有专门列出与“是否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有关的评分项。这说明在语文教学的评价方面，缺

乏有关德育渗透的专业评价机制。教师们习惯于用现有的单一评价方法评估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程

度，对是否渗透德育既缺乏评价方法，也缺乏这方面的理念［３］。

３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原则
３．１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首先要合乎科学性。科学性即渗透的方式合乎教材内容的特点，坚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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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过渡；合乎教学及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坚持因材施教；合乎学生价值观塑造的规律，坚持“知、情、

意、行”的辩证统一［４］。还要做到目标明确，要求精当，循序渐进。正确理解和把握在语文教学中渗透

德育的内涵，保证德育渗透的科学有效性。艺术性是指运用多种方法巧妙地将语文教学与德育相结合。

不能一贯采用传统生硬的说教形式，而应针对语文课文的特点与渗透的德育点进行有机融合，并且采取

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寓教于乐，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优良品德。例如，通过介绍古往今来

的历史成就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通过有关科学家传记和自然科学现象来培养学生热爱科

学、献身科学的思想；通过对伟人经典事迹的描述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等。

３．２　教授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教授性是指语文教学中的德育要做到讲事实、摆道理，把基本品德规范和正确价值观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能够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但只强调教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重实践，正如美国教育家

华勒·Ｂ·科勒涅斯说：“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说明理论学习与生活实践的紧密联系［５］。对

于小学生而言，思想品德要真正落实，必须将其运用于日常行为中，通过实践把行为习惯化。第一师范

学院一附小六（一）班的语文教师谈到，学生的课前３分钟演讲是她进行德育工作的一个途径。按小组
分工准备一个关于品德教育的小演讲在课前分享给大家，既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表达能力，同时也

达到了德育的效果。在演讲中，对那些流露出消极情绪的学生，教师在点评时应暗示其乐观向上；对流

露出自满情绪的学生，应提醒他戒骄戒躁。由此可见，德育并不只是表面或口头上的讲授，还应注重受

教育者的自我实践，做到教授与实践相辅相成。

３．３　整齐性与有序性的统一
德育内容的渗透要有顺序、有层次地递进，一方面应从整体上把握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要求，保

证德育渗透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完整性［６］；另一方面应注意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德育目标也应

根据年级段的不同而变化。对于革命英雄榜样题材的课文，如低年级的《江姐》、中年级的《邱少云》、高

年级的《狼牙山五壮士》，讲授这些课文时，德育渗透应根据学生的年级特点有所侧重。对于低年级的

孩子，只要求他们学习江姐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性格；到了中年级，就要让他们进一步学习邱少云面

对国家安危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思想；对于高年级学生，则要强调壮士们团结一心，勇于献身的崇高

品质，树立民族安危高于一切的观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其身心发展达到了一定阶段，所接受的

德育内容也应是深层次的，可举一反三。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应选择相适宜的德育内容和方法，

在整体把握的同时循序渐进。

３．４　集体性与个别性的统一
目前我国还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教学，在课堂上教师面向整个班级进行集体授课，帮助学生在正确

的集体舆论和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习惯。根据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年龄

特点，心理环境对他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对于学生能共同接

受的知识，应提出统一要求和统一行动，使学生在良好的集体环境中受到正确的教育［７］。但同时也不

能忽视学生的个别性。个别性包含两方面，首先是指关注每一学生的个性，分析学生的当前状态、潜在

状态以及发展可能性，结合这些特征进行教学。其次，针对个别情况特殊（如家庭情况、身体情况等）学

生的个别教育［８］。有时是进行单独教育指导，有时是有针对性的提问和培养。只有坚持因材施教，顾

及到个别性，才能坚持德育的集体性。

４　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策略
４．１　整体把握课文，突出德育情感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首先要求授课教师对于课本内容进行整体上的科学把握，可以按照德

育点的分布对不同课文进行分类以及对内容相似课文进行组合，从而更好地把握情感，突出德育教

学［９］。小学高年级语文课文中的德育点主要分布在父母孝顺、情感哲理、朋友诚信、热爱祖国这四方

面。在六年级上册，《詹天佑》《怀念母亲》《彩色的翅膀》及《中华少年》４篇课文构成一个单元，也组成
了一个德育点，作为教师把握好热爱祖国这条情感主线即可，从詹天佑对京张铁路的贡献，到季羡林在

外求学时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从战士小高对故乡草木的珍爱，到中华少年对祖国万物的讴歌，这个德育

点能很好地让学生在教师带领下通过课文层层深入地感受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从而培养他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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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还可以将这一课堂德育专题延伸至课外，让学生根据对这组专题课文的学习自主搜集资料整

合成一篇讲稿，从而举办一次专题演讲比赛。这样不同的语文专题就可演变出不同的德育专题演讲比

赛，这对于在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堂中渗透德育教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也从整体上集中分类渗透了

德育。

４．２　针对个别学生，进行个别教育
对于个别问题学生，可抓住课堂中特别的课文情境进行熏陶，对于低年级学生更应如此。据第一师

范一附小五（一）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口述，班上某生比较好动，平时喜欢用手指敲其他孩子，读报课时

大家在他桌旁围成了一团，他正在炫耀着在花园逮到的一只鸟。当孩子们静下来时，只剩下鸟儿叽叽喳

喳，为了不影响课堂教学，教师提议先将鸟儿放后面。于是结合《燕子专列》，引导学生去感悟，那个叫

贝蒂的小姑娘是如何在大雪里救助燕子的，通过反复的感知，孩子们天真地问这是真的吗？最后提出小

鸟如何安置的问题，孩子们特别是这个平时的问题孩子，受到课堂感染后，主动提出放飞小鸟并再也不

抓小鸟了。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始拒绝甚至反抗说教，对于他们只能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笔者

在回收调查问卷时，目睹了２个六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因争篮球场而打架，我上前扯开之后交由班主任处
理。班主任很平和地问了２个问题，一是谁能复述伯牙绝弦？二是你们一起走过６年，觉得在一起快乐
多还是悲伤多？２个刚刚还争得面红耳赤的学生顿时安静下来，若有所思地不吱声。班主任见状马上
说：“我觉得古人尚且能如此，聪明懂事的你们一定能悟出道理并且做得更好。”一场干戈就这样巧妙化

为玉帛。

４．３　重视每个环节，灵活渗透德育
抓住课文关键字、词、句进行品味，让学生领悟文章的内容及思想感情，并逐句分析，浸入文本，使他

们受到教育和启发［９］。以学习《匆匆》为例，“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象游丝样的痕迹呢？”

相同的意思和句子，只是数字的变化，却使得感情层层推进，连续２个疑问句又自然而然流露出作者内
心的自我斗争与纠结。教师应引导学生感悟每篇课文中的情感中心句，这样有助于让他们领悟文章的

整体感情基调。此外，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真善美品质。叶

圣陶曾说：“语文教材其实只是个示例，凭这个示例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１０］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向学生介绍与所学课文相关的课外书，让他们去阅读，并指导他们怎样读。如课堂上学习了

李清照的《如梦令》，课后则可布置学生自学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醉花阴》，让他们了解李清照词的独

特风格以及作诗背景。经过这样举一反三的引导，不仅可以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还能让他们产生强

烈的阅读欲望，在积极的阅读中产生感悟和思考，获得精神的熏陶和洗礼，从而有助于真、善、美的品质

的养成。

总之，随着语文教学的日益发展与逐步完善，如何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征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渗透德育，这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而言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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