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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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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内容：课题“统编版初中语文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研究”己被列

为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一般课题，课题编号

2205423。

摘要：课程思政背景下的语文教学，教师不仅要教授书本知识，

还要肩负起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初中语

文选编了许多文字优美，立意深远且包含思想政治影响力的文章。在

语文课堂教学中，不仅要遵循课程思政的“立德树人”的综合教育理

念，还要深入挖掘课本上文学作品的多重价值。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有效地对学生展开思想道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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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语文是初中阶段最为重要的一门科目，对于培育学生

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把初中

语文课堂构建成一个全员参与，全程学习教育，全课程育人的德育课

堂。并与其他学科相协同，形成立体的，全面的对学生素养的教育与

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不断深挖初中语文学科中的思政教育因素，让

语文学科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形成，

引导学生培养质朴而又积极的三观以及爱国情感。

一、基于课程思政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的意义

课程思政主要是利用课程作为载体，对中学生进行道德品质养成

和思想政治教育。初中语文作为文化精神和教育性最佳结合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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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所强调的“立德树人”精神非常关键。语文课堂

不仅需要教师教授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字常识，同时需要老师运用语文

课本中的知识点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培养，促使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提

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帮助学生掌握传统中国文化，通过古文词句

中的精神，借古喻今，给学生明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指引。让课本中

优美词句陶冶学生的情操，帮助学生能够自觉地树立起正确的价值意

识形态。初中语文教材中也有许多的思政资源值得挖掘和分析，通过

多样的资源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地接受思政教育，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语文教育中文字语言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深沉描写，对

于学生了解我国的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感，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

意义。在语文课本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为了人民和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

前辈，这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让学生深刻地了

解中华民族精神。因此，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初中语文教学有着重要

意义，可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成为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二、课程思政背景下进行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重塑教学目标

传统语文教学以课本理论知识为主，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受“立

德树人”的影响，语文课堂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发挥语

文学科的育德育人价值。有助于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达到知识素养和

思想道德水平的共同发展。教师在教学中也应该更多地引导学生关注

作者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气度，把这种精神变成学生的优秀榜样，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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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最终实现学生思想道德品质

的全面发展。

例如，在学习《邓稼先》这篇文章时，教师在带领学生通读全文

后，可以向学生介绍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历史。让学生感受到近代中

国所受的欺辱。进而介绍在邓稼先那个年代国家环境的艰苦，感受邓

稼先领导两弹一星设计制造和研究的艰苦环境。文中使用了一首《吊

古战场文》和一首五四时代的歌谣，这些都写出邓稼先在研究原子弹

时的艰苦。让学生反复体味这种情感，感受邓稼先对事业的热爱，对

祖国的热爱。也让学生看到邓稼先的无私奉献精神。并从历史的角度

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塑造学生的精神品格。

（二）挖掘语文课本中思政资源，推动语文教学和课程思政的结合

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编写一直是以“以德育人”为载体，充满了思

政素材。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资源，并对思政教

育资源进行整合处理，科学开展思政教育。教师也可以根据课程类型

的不同，引导学生在多角度展开思政学习。

例如，在学习《爱莲说》一文时，感受文中“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的莲花美好。让学生反复诵读，并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解

自己对文章的理解。让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像文中的莲花一样，

具有判断美丑是非善恶的能力，不随波逐流，独立自主。

在诵读《沁园春雪》时，感受词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也体

悟其中领袖的博大胸襟和抱负，感受全词的雄浑壮阔和气势磅礴。让

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充满热爱。不同的文章对学生的道德素养和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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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起到了不同的促进作用，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课程思政与语文

教学的结合更加深入，不同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都拥有思政教育素材。

（三）优化教学方法，寻找合适的思政教育切入点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融入“立德树人”，需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

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积极自主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去，让思政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教师应该积极搭建合适的课

堂学习平台，打破课堂限制，引导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感受思政教学，

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课堂思政工作教学和语言教育工作教

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精准地找到思维切入点，为学生灌输正

确的思政教育内容。

例如，在学习《屈原》一文时，可以根据课本原文，让学生分角

色演绎文中的情节。在学生演绎前，让学生分析文中各个人物的内心。

揣摩每句台词的情感。教师给学生补充文章作者郭沫若先生创作这篇

文章时的时代背景，并体味郭沫若先生内心对时代的愤怒。学生在充

分了解背景后，分角色演绎时更能深刻地感受文中屈原形象所体现的

捍卫真理与刚正不阿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品格。让学生在这篇悲壮、慷

慨、激昂的抒情独白中感受属于自己的爱国精神与对真理正义的追求。

逐步形成学生自己正确的思想道德素养和朴素的人生价值观。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推进初中语文教学的实施，

势必要把学生和教师从传统的教学观念里解放出来，树立课程思政的

育人目标，做到“立德树人”。教师也要充分挖掘语文学习中的思政

因素，做到语文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从多角度，全方面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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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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