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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应当全面落实课程思政

一体化的育人格局，以立德树人作为教学根本任务，强调初中语文教

学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入。课程思政视域下，在初中语文教

学活动中进行德育教育设计，有利于深化学生语文知识技能理解，提

高思想政治教学培养效果，助力初中生德育素质水平的提高。本文简

要分析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的价值，并提出了

切实课程的教学策略与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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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课程思政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下的思想政治

教学模式，旨在将思想政治教学内容融合渗透到其他学科的教学课程

中，通过显隐结合的教学设计潜移默化地促进思政教育效果和质量的

优化提高。德育教育是思政教学内容中的核心板块，在初中语文教学

课程中具有显著体现，教师应当积极开展初中语文德育教育设计，助

力初中生综合全面发展。

一、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价值分析

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教学与育人

的双重职能，强调课程思政视域下德育教育的价值体现[1]。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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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下，在初中语文教学活动中开展德育教育活动，能够有效深化学

生语文知识技能的理解，促使学生体会和感受语文学科的价值和魅力，

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入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政治素养水平的提高，践行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培养策略

（一）创设课程思政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初中生尚未形成完善健全的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容易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教师可以引入情境教学法进行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初中语

文德育教学设计，利用思政育人元素基于语文教学课程进行德育教学

情境的创设，通过多维度因素为学生提供真实直接的学习体验，引发

学生的情感共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充分实现课程思政视域下育

人课程的入脑入心，助力初中生德育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

例如，教师在进行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回

忆我的母亲》一课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视频影像的方式根据课文

中的历史进程对社会环境进行反映说明，通过创设教学情境让“母亲”

的形象立体起来，引导学生深入体会这一角色代表的中国近代劳动人

民所具备的高尚精神与优良美德。一方面能够减轻学生对于长篇文章

的阅读压力，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能够借助教学情境

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将文章中蕴含的情感价值与思想观念

迁移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实现德育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的紧密融合。

（二）挖掘课程文本思政元素，深化学生学习理解

初中语文教学内容具有多元综合的特征，蕴含着丰富多样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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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学元素，教师在开展初中语文教学活动时，应当基于教学文本内

容进行深入挖掘探索，将文本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和德育教育元素提取

出来，集中进行教学设计和研究探讨，有效实现初中语文教学的科学

高效，深化学生对课程思政中语文德育教育的学习理解。

例如，教师在进行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记

承天寺夜游》这一古文的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平

以及文章精神主旨等内容进行思政元素与德育元素的挖掘。《记承天

寺夜游》是苏轼与张怀民因“乌台诗案”先后被贬于黄州后，苏轼为

安慰友人而创作的古文，具有情景交融、言简义丰的特点[2]。教师可

以挖掘文章背景中的思政元素，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和品质素养进行

德育元素的探讨。促使学生在掌握古文基础词句释义的同时，深切认

识封建社会的僵化局限，体会古代士人旷达的生活态度以及顽强的意

志品质，引导学生体会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有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优良美德的传承弘扬。

（三）开展课程思政社会实践，夯实学生道德素养

传统模式下的教学活动存在显著的局限性，教育教学课程禁锢在

课堂书本之中，而缺乏真实有效的生活体验和教学实践。教师应将课

程思政下的语文德育教育落实到社会环境之中开展教学实践活动，通

过“做中学”的教学设计夯实初中生道德素养与思想底色。

例如，教师在进行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人

民英雄永垂不朽》一课的教学之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所在地区的

纪念碑或烈士陵园之中开展课程思政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进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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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瞻仰以及志愿宣讲的社会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将德育教育和课程思

政中的爱国情怀与和平信念应用落实到社会实践之中。既能够深化教

师的育人效果，丰富语文教学活动的学习体验，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审

美创造能力和语言交流运用能力，助力革命文化、爱国精神以及理念

的巩固发展。

结束语：总而言之，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活动充分强

调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手段促进初中语文教

学效果和课程思政培养效果的发展提高。教师可以创设课程思政教学

情境，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挖掘语文课程文本思政元素，深化学生学

习理解，开展课程思政社会实践，夯实学生道德素养。充分推动初中

语文与思政课程的深度融合，立足于德育培养角度助力初中生健全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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