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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中小学语文
学科德育教学策略研究

傅　 明

　 　 【摘　 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需要调整教学理念,深挖语文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与学科

德育相统一。 以课程思政理念为引领,以文化主题为经,以学习任务群为纬,探索中小学语文学科德育教学策

略:讲好汉字故事,感受文化魅力;巧用日积月累,增强文化自信;积极开展诗教,弘扬传统文化;融合思政课

程,传承革命文化;引入时事新闻,发展先进文化;创设作文情境,发挥育人功能。 贯彻课程思政的理念推进语

文学科德育能更好地实现课程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课程思政;语文学科德育;学习任务群;课程育人;教学策略

　 　 “课程思政是学校课程育人的中国表达和中国

特色。 中小学课程思政建设旨在坚持立德树人,将
各门课程与德育课同向同行,达成五育融合的文化

自觉,从而形成五育并举的教学行为自觉。” [1] 在此

背景下,加强学科教育的育人功能是当前教育的重

要任务。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我们需要将价值观与知识传授相融合,立足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加强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

承,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育人功能。
一、课程思政对语文教学的要求

(一)调整教学理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 2022 年版课标)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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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目的”,使学生

“提升思想文化修养,建立文化自信,德智体美劳得

到全面发展”。[2]可见,进行学科德育,是课程标准对

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在要求。 语文学科不仅仅是一门

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学科,更是一门涵盖人文、社
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学

生的思想品德、情感态度、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
语文课程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我

们可以调整教学理念,在“传道”时积极融入课程思

政的内容,发挥语文课程思政教育的隐性课程作用,
与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思政教育的显性课程相结

合,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更好地发挥学科德育功能

和综合育人功能。
(二)深挖语文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2022 年版课标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逐步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统编中小学语文

教材中渗透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 我们可以

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法治意识、
责任意识、科学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教学。[4]

例如,统编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课文

均是革命题材作品,我们可在教学时自然融入革命

传统教育:教学《七律·长征》让学生感受到红军大

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学《狼牙山五壮士》让
学生感受到五壮士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带领学生学习英雄事迹,感受英雄气概,进而认

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培养坚韧不拔、热爱

祖国、乐于奉献等品质。[5]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有

大量革命题材、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在教学

时,要注重传承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

学生文化自信的核心素养。
(三)实现课程思政与学科德育相统一

“课程思政是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过程之中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要求结合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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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将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

识、道德修养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之

中。” [6]课程思政和学科德育在育人属性上高度契

合,都是指在学科教学中融入育人内容,发挥育人功

能。 两者区别在于,“学科德育以提高中小学生基本

思想道德修养为目标”,更注重品德修养,行为养成;
“课程思政以增强使命担当为重点”,更强调政治认

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7] 某种程度上,课程思

政是新时代学科德育中国化后的成果。[8]

语文课程思政和语文学科德育是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的。 课程思政通过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融合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 这个过程也就是语文学科德育以文

化人、启智润心的过程。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小学语文学科德育教学

策略

2022 年版课标提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的主

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 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相比,2022 年版课标的课程主题具有鲜明的文化属

性,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更加

强调课程育人功能,其中蕴含着非常明确的课程思

政元素。 这为我们开展中小学语文课程思政、学科

德育指明了方向。 同时,2022 年版课标的一个创新

之处就是提出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

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9]学科德育是在学科教学中

同步进行的,也将随着教学形式的转变向着“学习任

务群”的方向“升级转型”。 笔者尝试以文化主题为

经,以学习任务群为纬,探索语文学科德育教学策

略,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一)讲好汉字故事,感受文化魅力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是基础型学习任务群,
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识字、写字、语言积累中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激发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 [10]。
我们可以对汉字进行字源演变的分析,从甲骨

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各发展阶段展示汉字的演

变,让学生感受到汉字发展历史悠久,学会欣赏汉字

之美;还可以介绍汉字的趣闻,设计“汉字游戏宫”等
游戏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并让学生动手认真书

写汉字,做“小小书法家”,进而规范使用汉字。 “汉字

形体与其所表达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它与中华

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随,在中华文化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 汉字之中有故事,汉字之中有文

化。” [11]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从汉字的故事中体味出

汉字背后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观念,感受中华民

族伟大的创造力,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 讲好汉字故事,既可以在日常教学中随文进

行,也可以开发汉字校本课程进行扩展延伸。
(二)巧用日积月累,增强文化自信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积累

和梳理。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每单元都设置了“日
积月累”板块,其中收集了历代名言警句,介绍中国

传统文化。 我们在教学“日积月累”板块的内容时,
可以融入大单元设计,发挥育人功能。

比如笔者在进行《少年中国说(节选)》的教学

时,先设计了“爱国歌曲大家唱”的环节,通过播放

《少年》(建党百年版)的视频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并让全班一起合唱,让学生直

观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振兴中华”的使命

和担当。 在随后的“爱国感受大家谈”环节,先出示

本单元“日积月累”中的一组词语“多事之秋、兵荒马

乱、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哀鸿遍野、民不

聊生、内忧外患” [12],让全班分享自己对这些词语的

理解,然后再出示另一组词语:“太平盛世、国泰民安、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通人和、人寿年丰、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13],让学生运用这些词语表达对祖国发展

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对这两组词语的鲜

明对比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

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贡献。 这一系列活动增强

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认同,激发了学生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爱国情、强国志。
(三)积极开展诗教,弘扬传统文化

古代诗文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 2022 年版课标的基础

型学习任务群“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和发展型学习

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中,都有对古诗文学

习的要求,前者主要是从诵读积累的角度进行阐释,
主要指向语言运用的核心素养;后者主要是从文学

欣赏的角度进行阐释,主要指向审美创造的核心素

养。 在进行古诗文教学时,我们除了让学生熟读成

诵以外,还要引导学生感受古代诗文作为文学作品

在“语言、形象、情感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思想内涵,
进而提升审美能力和审美品位” [14]。 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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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古诗文背后蕴含的中国人独特

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提高文化自信、审美创造的

核心素养。
在古诗文教学中,我们可以由一篇带多篇,由一

篇带一本,由课内到课外进行拓展延伸,引导学生了

解儒、释、道等中国哲学思想,感受和弘扬中华人文

精神。 比如在教学文言文《王戎不取道旁李》 《陈太

丘与友期行》之后,可以推荐学生阅读《世说新语》,
让学生在更多的古代聪慧少年的故事中感受魏晋风

度;在教学《两小儿辩日》后,可以推荐学生阅读《列
子》,了解道家思想;在教学《鱼我所欲也》后,可以推

荐学生阅读《孟子》,了解儒家思想;在教学《岳阳楼

记》《醉翁亭记》后,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古人寄

托于山水名胜中的思想情感,感受“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15]……
在教学的时候,除了常规的教学之外,还可以开

展一些综合性学习活动促进育人效果。 笔者曾经模

仿中国诗词大会的形式,举办过班级环保诗词大会,
让学生课前收集整理体现环保理念的诗词,在课堂

上以知识竞赛的方式进行抢答,在此过程中学习和传

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我们还可以把古

诗词学习和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在学习民俗的同时,
诵读相关的古诗词,让古典诗词、传统文化融入我们

的日常生活,浸润我们的心灵,让生活更有诗意。
(四)融合思政课程,传承革命文化

2022 年版课标的“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实用

性阅读与交流”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整本书阅

读”等学习任务群均有革命文化的内容,这为我们进

行革命文化教育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我们在教学革

命文化的相关内容时,应该“围绕伟大建党精神,确
定革命文化内容主题,注重反映理想信念、爱国情

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斗争和英勇无畏等革

命传统” [16]。
革命文化教育是中小学语文课程和思政课程共

同的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构建“思政+语文”的融课

堂模式,增强协同育人的效果。 比如五年级统编语

文教材和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都有“家国情怀”的内

容,笔者曾以“爱国精神,百年奋斗的传承”为主题进

行大单元设计,开发“思政+语文”融合课。 第一、二
课时上语文课《少年中国说(节选)》,通过学习字

词、反复诵读,理解课文含义,借助资料体会少年中

国与中国少年之间的联系,了解为实现强国梦想而

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事迹。 第三课时上道德与法治

课,教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课堂以

前后两次《少年中国说》的配乐诵读创设背景,让学

生制作“红色传承卡”,开展“爱国故事分享会”等系

列活动,通过看视频、唱红歌、课本剧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感受伟大的建党精神,激发学生作为中国少年

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担当。 课后各小组继续完善“红
色传承卡”,全班汇编成册,并在班级钉钉圈开辟“红
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让革命文化教育由课内延伸

至课外。
(五)引入时事新闻,发展先进文化

时事新闻有助于渗透时政教育,可以更好地引

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思考社会现实,培养爱国情

怀;新闻写作可以培养学生客观全面分析问题的能

力,提升逻辑思维、辩证思维;新闻采访可以锻炼学

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提升核心素养。 新闻是引导学

生关注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进行课程思政的绝佳

载体,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增强主人翁意识、担当意

识,现在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未来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2022 年版课标“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

群第四学段要求“阅读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等作品,
关注社会主义建设新成果”。[17] 中小学统编语文教

材中也有新闻教学的内容,比如四年级下册的口语

交际《说新闻》,八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以新闻学习

为单元主题,设置新闻阅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三

个学习任务进行单元学习。 教学时,我们可以结合

课文内容引入时事新闻进行课程思政教育。 比如在

教学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太空一日》等航天题

材的课文时,我们可以播放反映中国最新航天成就

的新闻,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向学

生介绍以“四个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为特征的航天精神,结合课

文内容,让学生讨论航天英雄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航天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和责任担当,培养家国情怀。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用“课前三分钟”,开设新闻社

团等多种形式引入时事新闻,开展语文课程思政,推
进学科德育,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育人

效果。
(六)创设作文情境,发挥育人功能

写作能力是语言运用的关键能力。 从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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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写作是进行课程育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绝佳阵地。 但是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我们

很容易陷入工具理性的误区,把作文当作一种纯技

法训练。 这样的纯技法训练忽略了作文教学的人文

性,缺乏对作文思想性的指导,这也导致一些学生在

写作时不会表达真情实感,或者作文立意不高。 课

程思政为语文课程的写作教学提供了更高的站位。
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层面,要
让学生不仅能写得具体生动、文从字顺,还能学会表

达真情实感,更要通过写作激发学生思考,“在研习

和运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去塑造学生的文化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写作课程思政的题中之义” [18]。

我们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可以与阅读教学一起

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联系生活创设作文情境,把写

作技法的提升与学科德育融合起来。 比如细节描写

是中小学作文教学的一个重点。 统编语文教材五年

级下册第四单元围绕表现人物内心的动作、语言、神
态描写展开,第五单元则是以人物描写方法为主题

的习作单元。 我们可以整合相关单元内容,以“我心

中的英雄”为主题进行习作训练,设置时代洪流中英

雄辈出这个情境,让学生联系课文中所学的英雄事

迹,以及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比如上九天揽月的航天

英雄、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战士、生活中默默奉献的平

凡英雄,选取典型事例,运用细节描写,具体表现人

物的特点。 这样学生在提高细节描写技法的同时,
也进一步内化了他们笔下所描写人物身上的美好品

质,实现了自我教育。 我们在进行作文点评时,也应

注重从德育方面进行引导,促进学生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三、结语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我们可以用大思政的眼光

去整合课程资源,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融合课堂,提
高育人效果。 “思政+”融合课堂能有效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各门学科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促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

效应”的讲话精神。[19]

同时,语文学科德育要坚持学科核心素养导

向[20],要注意语言运用是其他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
在教学时我们不能离开语言运用这个语文学科最本

体的特征,否则就容易把语文课上成道德与法治课。
在进行语文学科德育时,听、说、读、写、思能力的训

练都应服务于真情表达,最终指向人的发展,体现出

语文课程以文化人的独特的育人功能。 语文课程思

政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总之,在新课标背景下,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以

文化主题为经,以学习任务群为纬,推进语文学科德

育是一种全新的思路,能更好地提升课程育人、协同

育人的效果,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值得

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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