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２．００３

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施路径的思考 ①

彭国良，曾文霞
（双峰县第一中学，湖南 双峰４１７７００）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核心内容，虽总共只有２４个字、１２个词，但具有高度凝练的特
点，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农村高中在校学生数量庞大，其中贫困学生、留守学生较多，家庭教育

比较薄弱，社会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是立德树人的必由之路。发

挥高中语文课程独特育人功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形成具体而有效的方法、方案、措施、谋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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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文以载道、文道统一是语文学科的特点之一。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中语文教学“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

但是，在农村高中，语文教学要么是重文轻道，单纯追求分数和升学率，“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

教学目标或随意设定聊胜于无，或复制粘贴人云亦云，或大而无当不接地气，使价值观教育徒有其表；要

么是生硬灌输，坐而论道，甚至与教学内容油水分离，只注重道德品格的一味说教和促成某种“立竿见

影”的道德行为，却忽视了道德文化的培育，道德情感的浸染，道德信念的生成，道德语言的选择，使学

生望而生畏，望而生厌；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的时间还
不长，其基本内涵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难免有脱节、交叉、错位；加之，农村高中资源有限，信息不畅，载体

不新，这也增加了价值观教育的难度。

基此，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农村高中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使高中语文教学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达到“无过无不及”的至善境界，是十分有益也是十分必要的。

２　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路径的理论探索
２．１　研究现状

国内诸多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如北京教育学院

迟希新认为：价值观教育要达到《学记》中所推崇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境界；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１２个条目中相对抽象的内容进行贴近学生班级生活和年龄特征的解读；要彻底摒弃强
制、灌输的理念，避免生吞活剥的“打冷铁”式教育［１］。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书记陈克宏认为：要以

学理研究为支撑，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和教材；要深入学科育人研究，促进知识与价值观的统一；要打

造公益性、普惠化、开放型的“社会教育大课堂”，构建网络教育资源平台，提高活动覆盖面和参与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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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过程考查，客观、真实地记录学生成长［２］。中国石油大学刘长欣认为：人的合“道”而行的道德，其

本质是人的实践理性或生存智慧，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理性的培养、智慧的形成；要通过转识成智，实

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３］。山东师范大学谭维智则认为：道德修养是一种逐渐减损的路径，它遵循的是

“不学”的规律，要通过非知识化的路径进行［４］。

昆明理工大学张燕、杨玉宇对中美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美国学校的一些做法颇

具借鉴意义：他们认为课程拥有巨大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力量；价值观践行应着力于对学生个体责任的强

化；家－校－社区－社会四位一体，是价值观生长的土壤；价值观教育要素应精准优化［５］。

上述对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有的着眼于传统，有的着眼于区域，有的着眼于“人”这一主体，有

的着眼于整体路径。虽然各有千秋，但均未从一门具体课程（如高中语文）的角度来探讨价值观教育的

方法、策略甚至细则等，因而相对于价值观教育的实施者———教师而言，其针对性、实用性、操作性均显

薄弱。

２．２　研究价值
２．２．１　学术价值

将丰富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促使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实现转学

成智、文道统一、知行合一、诚意正心等育人目的，探索出其中的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将丰富养成教育理论，以往的养成教育容易与课程教学脱节，因而显得贫乏。我们在开展价值观教

育时，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如朝诵、午读、暮省；平等参与课堂讨论；自由而负责任地发表

自己的意见；诚信地记日记、周记，写作文，表达真情实感；友善地开展读书活动和“图书漂流”活动；自

编自演课本剧等，将听说读写各项训练与优良习惯的培养结合起来、将道德品质的学得、悟得、习得紧密

结合起来，将语文学习、价值观教育与道德践行紧密结合起来，达到知、情、意的高度统一，拓宽学生的视

野，丰富学生的生活，形成道德习惯，铸就优良品质。

将丰富课改理论，在农村高中语文教学中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将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识见水平，激发他们学习母语的兴趣与热情。我们认为，优良品德学习可以使人幸福，尝试主动发

现和挖掘教材中或隐或明的德育因素，并彰显出这些因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作用，使学生对

自我生命中的幸福感知更加主动而充盈，使学生的心灵牧场上永远是蓝天白云，芳草萋萋。这反过来，

又可以促进语文学习，渐臻德艺双馨、品学兼优的佳境。

２．２．２　应用价值
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与策略研究，是对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强

母语教育的思考与回应。将促使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确立学校

的“圣地”形象，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将使语文教学回归育人本质，把教师和学生从应试教育中

解放出来，有尊严地教、有价值地学，自由成长，快乐进步。

２．３　理论依据
２．３．１　幸福识建论

美德伦理学认为：所有生活事件作用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价值意识建构过程”［６］。良好的价值观

教育能让人产生乐观的体验，感知愉快的情绪，并做出有意义的反应，践行快乐的行动。因此，语文教学

中渗透价值观教育将使课堂更加充实、生动、愉悦，增强学生的幸福感。

２．３．２　道德可教论
潘希武在《重建道德可教的涵义》一文中指出：无论从道德言说还是从道德实践看，道德都是可教

的，不过各种可教方式均表达不同的内涵［７］。这种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道德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各

自的内涵差异。因此，语文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必定会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促成教师的个人风格。

２．３．３　对道德教育的新认识
道德教育的根本功能是发展人和解放人，而不是限制人和束缚人。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生活的，道德

学习就本质而言不是知识学习，而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学习。因此，语文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注定不仅

是坐而论道，更是起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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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路径的实践研究
３．１　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指导农村高中学校语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

走上“成人之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问题，为语文教育树起了标

杆。而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身心发展不平衡，却努力争取行动和人格独立，正是最需要用正确的价值观

予以指导的关键时期。高中语文教师如果能因势利导，便会“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让语文教学成为化

雨春风。

探索出语文学科“求真，导善，审美”的育人规律，从而促进农村高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之遗训在耳。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集真善美教育

于一身，真即真知灼见，善即嘉言懿行，美即文质彬彬，而这一切最终都需要正确的价值观来评判，来升

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好给了师生一双慧眼。

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努力构建具有本地特色和学科特色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模式，促进学生终身发展，引领社会新风尚。“红尘虽满三千界，到此为止；净土纵隔

亿万程，应声即来。”高中语文课堂应当成为一块净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滤多元文化，让学生的

心灵变得更加宁静，更加纯净。

３．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用“同课异构”“磨课”等方式，探究相应的教学方法、设计优化的教学模式。梳理出教材中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对应的内容，列出明细表，使之具体化，详细化。对薄弱部分或空白部分提出增

补意见，编写校本教材，最终形成序列，争取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教育实现“全覆盖”。探索科学的语文教育评价体系，让分数不再成为唯一标

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由“软指标”变成“硬任务”，由“虚功”变成“实效”。

探索农村高中语文教师师德、德育能力及人文素养提升的方法与途径，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

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

３．３　预期成果
通过研究，提出有效建议，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把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详细化，使师

生有所遵循。提出有关修订教材的建议，全面系统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将学生践行核

心价值观情况纳入语文学科评价体系，并在测试中有所体现。找到切入点，对农村高中语文教学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方法、有效途径、实施策略等，进行深入实践和理论探索，得出真知灼见。

４　结语
“幸福不是对于善的饱尝，而是善本身。”基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语文教学可以让学生找到幸福，并

反作用于语文学习，提高教学效率，从而克服农村高中语文教学技术化、程式化、“荒漠化”倾向，用坚定

的信念、温暖的情感、丰富的智慧润泽学生的心灵，从而走出语文教学立德树人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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