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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诚信是

重要的德育内容#也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究统编本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诚信要素#能为

语文教师开展课堂诚信教育提供必要参考#也有

助于落实语文学科重要的育人价值&

!4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诚信要素的构

成维度

对于语文教材中诚信要素的构成#不同的学

者有着不同视角的看法& 如傅建明从教科书作为

社会控制中介的视角出发#认为诚实善良是教科

书中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 温儒敏认为#统编

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有机渗透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

#蕴含着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 本文

对于诚信要素的构成#主要从诚实%守信和忠诚三

个维度来进行探析&

!)!4诚实

诚实维度具体表现为实话实说#真诚待人&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明礼诚信

作为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公民应自觉培养#

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

家庭美德教育& 党的十八大也将诚信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落实到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中& 诚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

基本公民公德#个体对诚信的领会和感悟应该是

从内心出发#并严格遵守诚信的道德规范& 实话

实说%真诚待人是诚实的重要表现#也贯穿于初中

生的语文学习之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对

于语文教师而言#从教材中挖掘诚实内容%在课堂

教学中进行诚实教学非常重要#教师在了解学生

语文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更能了解学生对于诚

实的理解与领悟情况&

!)#4守信

守信维度具体表现为说到做到#信守承诺&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诚信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对于初中生而言#在校

园生活%假期活动%职业规划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守信都是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它会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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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奠基和形成& 如

果初中生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没有养成诚信的道德

品质#他们长大之后或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往往

只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满足自身利益的

活动#其社会交往活动会因为尽可能满足自我需

求而损害他人利益#失信行为的出现也就可想而

知#社会秩序和和谐发展就会被打破& 因此#初中

语文教师可以依托语文教材中的守信内容#结合

当前社会活动中出现的相关热点话题来对初中生

进行相关教育#从而更好地落实守信教育&

!)"4忠诚

忠诚维度主要表现为正心诚意#尽忠职守&

其意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忠

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在儒家文化当中#'正

心('诚意(体现的是一种对自身严格要求的意识

与姿态#端正自己的态度#驱除歪门邪道的杂念#

保持真诚于己%于人& 这是一种个人自我良好道

德行为素养的体现与追求#彰显了道德的力量#体

现了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约束下的道德修养&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见不

信&(

*"+ !#"对于君子来说#要注重修身养性#对自

己不忠诚%不诚信是羞耻的#这是忠诚的重要性&

作为新时代的初中生#接受忠诚于职业%忠诚于祖

国与人民的爱岗爱国爱民教育也是十分必要和重

要的& 语文教材中人物所彰显的诚信品格#有助

于初中生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诚信价值#

在青少年时期就种下一颗忠诚的种子#为将来的

人生奠基&

#4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诚信要素的内

容呈现

诚实%守信%忠诚这三个维度统一于对初中生

的诚信教育之中#也构成了语文教材的诚信要素

内容& 这些诚信要素内容主要体现在一篇篇的具

体课文中#渗透于相关课文的字%词%句%段等中&

笔者以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2+中具体课文的主

题%副主题为解读依据#来探究蕴含其中的诚信要

素内容和呈现特点&

#)!4体现诚信要素的具体课文

诚信要素代表着诚信的重要内涵与价值追

求#可以从诚实%守信%忠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

把握& 笔者将统编本初中教材内容中涉及诚实%

守信%忠诚的诚信要素进行筛选与匹配#形成一个

直观的%整体的认识#具体课文的分析如表 !

所示&

表 !4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诚信要素的内容呈现

维度 类目 课文

诚实
实话实说

真诚待人
.论语十二章/.皇帝的新装/.老王/.社戏/

守信
说到做到

信守承诺
.陈太丘与友期行/.回忆我的母亲/.驿路梨花/.送东阳马生序/

忠诚
诚心正意

尽职尽忠

.说和做000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最苦与最乐/.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土地的誓言/.邹忌

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

44第一#诚实内容的课文分析& 诚实主要体现

在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修养和人际交往中& 在个人

的道德品质与修养方面#诚信体现在正心诚意%坦

诚率真%实话实说%正直有信念等方面)在人际交

往中#诚实体现在真诚待人%团结友爱%和谐相处

等方面& 例如#七年级上册.论语十二章/中的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5(#传达出一种交友理念#那

便是要真诚待人#诚实地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七年级上册.皇帝的新装/一文中#在皇帝穿着

'新装(游行时#只有一位小孩敢于说真话#说出

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才揭开了骗局& 八年

级下册.社戏/中#鲁迅的朋友双喜看出鲁迅特别

想去看社戏#就在大人迟疑的时候#他勇敢地对家

里大人说!'我写包票6 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

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6(待到看完社戏回来的

时候#双喜又说道!'都回来了#那里会错& 我原

说过写包票的6(这三篇课文都体现了人际交往

中的诚实内容及其重要作用& 另外#八年级下册

.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一文也涉及诚实的内容#

如王选先生自嘲!'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

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

情&(在他看来#如果年轻人不踏踏实实做事#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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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狗皮膏药#那这样的人是没有一点出息的&

第二#守信内容的课文分析& 守信是人们作

为社会一分子进行社会生活的重要规范与准则&

个人不能单独于社会而存在#人们追求守信是为

了构建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社会中的规则约束着

人们应该践行守信& 守信主要体现在说到做到%

信守承诺& 例如#从七年级上册.陈太丘与友期

行/中的主角元方与自己父亲友人的对话中#我

们可以看到元方对于守信重要性的阐述& 在元方

看来#既然与他人有了约定#那就应该说到做到#

遵守信用& 七年级下册.驿路梨花/中#过路人瑶

族老人吃了用了小屋'主人(的东西#专门择日送

来粮食)哈尼小姑娘在姐姐出嫁后接过照管小屋

的任务#这些都体现了为人的守信& 八年级上册

.回忆我的母亲/中#朱德回忆到当时家里很苦#

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直

到后来我当了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这体现了

朱德及其母亲有借有还%信守诺言的行为& 九年

级下册.送东阳马生序/中#'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这体现了古代求学者守信

的品质&

第三#忠诚内容的课文分析& 如何从青少年

时期就培养学生将自己个人活动与爱岗爱国爱民

精神相结合的言行一致#这是实现诚信教育目标

的重要环节& 例如#七年级下册.说和做000记

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写道!'现在#他3说4了就

3做4& 言论和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

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我们可以看出#闻一

多先生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用他宝贵的生命

实证了他的言#实证了他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

行& 七年级下册.最苦与最乐/中#从具体生活中

的'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

还(#抽象到'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

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应该

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

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这都体现了一个人在生

活中要具备忠于自己%人民以及国家的君子追求#

将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与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相

连接#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九年级下册.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为了守护安

陵的土地与百姓#面对强秦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无

畏#这是一份对国家和百姓的承诺& 另外#还有部

分课文从侧面表达忠诚的重要性#如八年级下册

中#在.我一生中重要的抉择/的文末#王选先生

引用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 '^

b

]S

i

5MOÔ(#

表明了个人只有忠于集体%忠于国家才能充分实

现自我价值&

#)#4诚信要素内容的呈现特点

通过梳理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内容中的诚信

要素#将教材里体现了诚信要素内容的课文整理

出来#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诚实%守信%忠诚这三

个方面的数量差异#同时#这些内容来自教材编者

的精心选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整体性& 教材中诚信要素的内容具有

整体性特点#具体体现在教材中的各个板块均有

涉及& 在'阅读(板块#诚信要素内容贯穿于大至

学段小至单元的内容中& 以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的单元导语%课文和课后习题为例#相关课文有

.驿路梨花/.最苦与最乐/& 单元导语!该单元所

选取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华美德以及时

代对于这些美德的召唤--& .驿路梨花/的'积

累拓展(!是否为这篇小说所写的朴实的民风所

感动5 读完这篇小说以后#联系现实#谈谈对于

'公德(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想法& .最苦与最乐/

的'阅读提示(!读完文章想一想自己的责任是什

么5 除了'阅读(板块外#'写作(板块也多次出现

以诚信为主题的写作练习& 如九年级上册第三单

元'写作,议论要言之有据,写作实践(中#引用

了.论语/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在'综

合性学习(板块中#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以'人无

信不立(为主题& 在'口语交际(板块中#八年级

上册第一单元口语实践以'讲述(为主题#提及孔

子对弟子谈自己关于修身%自学的思考& 在'名

著导读(板块中#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傅雷家

书/专题探究了傅雷的教子之道#涉及生活细节%

人际交往%感情处理等方面#让学生在自主探究过

程中感受良好家风的洗礼& 总之#语文教材中的

诚信要素在数量上基本每个板块都有涉及#在内

容上涉及修身%交友%为人处世等多个方面#在编

排上注重课文%助读%作业%知识系统的整合#整体

规划#自然渗透#发挥教材板块合力&

第二#重点性& 教材中诚信要素的选编具有

重点性#侧重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诚

信教育资源& 在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文中#涉

及诚信要素的选文总共 !0篇#其中优秀传统文化

作品有 0 篇!.陈太丘与友期行/ .论语十二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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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东阳马生序/.邹忌讽齐王纳谏/.礼记二则,

大道之行也/.唐雎不辱使命/& 这些优秀的传统

文化作品记载了古代许多诚信人物形象的事迹#

展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形象魅力& 例如#.陈

太丘与友期行/ .论语十二章/ .送东阳马生序/

.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古文#就展

现了古人在诚信方面的理解与践行& 这些文章所

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物典型的树

立#教师在组织语文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对古诗

文作品进行解读#在帮助学生弄懂文意%掌握文言

知识的基础上#引发学生对于诚信的思考#加深对

诚信的理解与认识#促进教师在语文课堂上有效

贯彻诚信教育&

第三#时代性& 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

融合了当时的国家意志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在当

前倡导立德树人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内容在

教材中就占据着重要地位& 例如#.驿路梨花/

.最苦与最乐/.说和做000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

段/.土地的誓言/.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 .邹忌

讽齐王纳谏/等选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均反

映了不同时代的强烈爱国精神#承载着当时我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现了教育所培养的

人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然#

如何将教材中的诚信要素更好地传达出来#这主

要是语文教师应该探究的问题& 在学生习得语文

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语文教师首先要深入把握

和理解课文中的诚信要素#然后以合适的方式对

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让学生在获得知识与技能的

同时#也获得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这是需

要耐心的诚信教育过程#也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只

有精心栽培#才能静候诚信之花的盛开&

"4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诚信要素的教学

探究

语文教材也可以是指'语文教学的具体乃至

细微的素材#如某一单元#某一课文#某一段落#甚

至是字%词%句(

*%+

& 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直接

用于初中生的语文教学中#是语文教师教学的重

要参考与凭借#对正处于心理成长关键期的初中

生会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语文教师应针对初

中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对语文教材中的诚信要素

进行合理的理解%把握与使用#发挥语文学科的育

人功能&

")!4集中开发&整体利用

通过上述对于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诚信要

素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语文教材中的不同

板块对于诚信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体现#相应地

教师应善于归纳和总结#分析诚信要素的重点和

难点#在对不同板块进行教学时#应找到恰当的对

初中生进行诚信教育的着力点& 首先#教材中用

于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诚信要素是分散的#教

师要善于归纳和总结& 其次#诚信要素在各个年

级和教材的各个板块均有涉及#教师在进行教材

的开发与利用时要具备整体意识#并考虑到初中

阶段独特的教学目标#将各个年级与教材中的各

个板块整合起来#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中古今人

们的诚信修养*0+

#从而引发情感共鸣#促进诚信

观的认同与内化& 最后#课文内容的编排和选择

应考虑各个学段对学生的学习目标要求和学习能

力的达成%各个学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身心发展

特点等#基于此认识#教师如果能对教材集中开发

与利用#将有利于形成对于教材中诚信要素的整

体认识#这对后续教学活动的开展具有积极影响&

")#4区别对待&把握重点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明晰诚信要素的

教学重点#把握诚信要素在诚实%守信和忠诚三个

维度的区别与联系& 相对而言#诚实维度的教学

侧重于!用教材中的事例引导学生明白什么是诚

实#懂得哪些是诚实的行为#从而养成诚实%不说

谎的品性#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 如.皇帝的新

装/中的皇帝%大臣%老百姓都不敢说实话#唯独

一个小孩勇敢地说出了真相#最终全城百姓才都

说了实话& 守信维度的教学侧重于!通过分析教

材中的守信人物#让学生明白承诺的重要性#懂得

无论大事小事#承诺一经做出#就应该努力兑现#

养成说到做到的道德品质& 如.陈太丘与友期

行/中元方的'方正(性格#可以让学生反复品味

一些关键句子如'过中不至#太丘舍去( '日中不

至则是无信( '非人哉(来理解和把握#引导学生

更好地揣摩当时人物的心理#挖掘语言文字背后

的人物思想感情& 尤其'非人哉(这句话从元方

这个小孩口中说出#显露了元方对于友人失信行

为的强烈不满& 学生品味句子的过程也是加深理

解信守承诺的过程& 忠诚维度的教学侧重于!通

过分析教材中树立的爱国人物形象#让学生增强

责任担当意识#热爱祖国和人民#树立对祖国和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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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忠诚%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远大理想& 如.唐

雎不辱使命/的背后体现的是唐雎对于国家和百

姓的承诺#一种不惜牺牲自身要保全社稷与百姓

的忠诚&

")"4切合实际&善加引导

语文教师要结合初中生实际发展的需要#在

组织和开展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制定具体可行的

活动方案& 对于初中生来说#身心处于快速发展

时期#他们容易受到当今网络媒体时代的影响#容

易不加辨析地接受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 语文教

师要善于充当引领者#帮助学生分清信息的良莠#

解决学生的疑问和困惑#以有效地进行诚信教育&

同时#初中生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也是容易情绪

化的#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语文教师要注重激发学

生的兴趣#把握住初中生的情绪特点以及心理发

展特点#适时地对学生的行为和观念进行引导#这

会对学生日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 在诚信要

素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该遵循促进学生对于

诚信要素理解%内化与践行相统一的原则#使道德

教育与语文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发挥语文学科

的德育价值优势#这有利于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发

展#也有助于诚信教育落到实处%获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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