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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育教育融入中学古诗词教学
许立科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泉湖学区，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珍宝，其具有语言精练简短、意韵深远等特点，备受世人的青睐。中学语文中有丰富的经典古诗词，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应用多样化教学手法，引导学生感受诗词意韵，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利用古诗词道德意蕴

对学生进行熏陶，以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质，以此提升德育渗透效果。对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挖掘古诗词的德育素材，找准

德育与诗词教学的切入点，以多样化方式感染学生，有效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价值。基于此，本文针对德育融入古诗词教学的路径进行

分析，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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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古诗词中的德育元素分析

（一）家国情怀

在《孟子》之中谈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句话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学所学的古诗词教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国

家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派重在改善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危机。

以孟子思想为核心则是着重民众的救亡意识发展、民族气节、忠

孝一体的家国观念形成。无论是孔子的治国思想还是孟子的救亡

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将中华民族朴素的爱国主

义谱写得淋漓尽致，这种“忠孝一体”的思想对于我国抵抗外来

战争以及现代青年学生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著名的爱国英雄一曲《满江红》仍然被后人传颂。岳飞母亲

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更是时刻鼓舞着岳飞积极投身于保家

卫国战争中。再比如抗日战胜时期，我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一首首

诗词传唱，除了表达其博大、乐观、宏伟的胸襟以外，更是鼓舞

着抗战勇士。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在我国优秀的古诗词文化之中

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对于激发中学生爱国情怀以及民族气节具

有积极作用。

（二）仁爱和谐

中华民族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从未淡化。在处理人际关

系的过程中，强调仁爱为本、重视情谊、和谐友善。这些观念在

我国优秀的古诗词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并且有大量的名句来称赞

亲情、爱情以及友情。从古到今，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孝道文化未曾断绝，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比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古诗中，除了表达诗人

的思乡之情以外，还表现出了诗人对于兄弟、亲人的挂念。这种

情感浓于笔尖、透于纸背、化于淡墨。在《游子吟》这个故事中，

孟郊标了自己对于母爱的赞颂以及眷恋，将孝悌思想表现得酣畅

淋漓。在《七步诗》中，曹植则是巧借豆萁与豆子之间的关系来

表现出兄弟之间情同手足的情感，如果不珍惜兄弟情谊，其结果

必然令人悲哀。上述古诗均是展现出了亲人之间的相互爱惜、重

情重义。

除了亲情以外，友情也是古代诗人经常称颂的内容。李白一

首《赠汪伦》让人认识到诗仙与汪伦之情如同清澈湖水至真之情。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更是唱出了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天高海阔阻挡不住友谊的天长地久。王维的《送

元二使安西》中，表达了友人远去，一路上必然是路途坎坷，人

地生疏，无须多言，一杯凉酒足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由此可见，在中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认

识到不同心胸、不同身份的人对于友情却十分珍视，并时时刻刻

警醒他们珍惜当下的友谊。

（三）人格层面的进取脱俗

在人格修养上，中国人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既追求拼搏

进取、自强不息，也希望自身具有超脱世俗、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自强不息是整个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至

今的精神支柱。在曹操的《龟虽寿》中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苏轼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都表现出了古人不肯因为年龄衰老

而停止拼搏，他们更希望奋斗。在《行路难》中，李白一句“长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出来人要具有远大的理想，

并且努力为自身的理想而不懈奋斗。诗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百层高楼，始于垒土”则是告诫我们做人做事要一步一个脚印，

不能够急于求成，也不能够妄自菲薄，要奋斗不止，从基础做起，

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成功。人生是一场旅行，我们在旅行之中势

必有高兴也有伤感。在伤感的时候，需要做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做到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将内心的积极

乐观心态展现出来，不被眼前的障碍迷了眼，心胸豁达。同时，

我们还要具有崇高的人格，愿意在大事面前牺牲自己的蝇头小利，

如同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中所写的那样，心甘情愿为社会

奉献。

总之，中国古诗词流传千百年之久，在现代社会舞台上熠熠

生辉，对于人生成长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

用。教师要深入剖析中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德育元素，对学生

开展立德树人教育，让学生长大成才。

二、德育融入古诗词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注重提高教师协同育人意识，有效落实古诗词德育

立德树人，立的是中华美德，树的是中华脊梁。在中学古诗

词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提升自身协同育人意识，主动应用古诗词

教学，拓展育人空间。古诗词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沉淀过程中留下

的独有财富，其承载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生命

力与创造力。中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着丰富的古诗词，其以饱满的

生命力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以优美的文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使其保持德育的鲜活力。在人生态度方面，刘禹锡在秋词中展示

了其对待人生的自信豁达，曹操在《龟虽寿》中表达了面对暮年

依然选择积极进取的态度。中学生正处于人生的重要发展阶段，

保持自信坚强的人生态度对其未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对其

整个人生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在吃苦精神方面，《木兰诗》《定

风波》古诗词作品充分展示着中华民族勇敢坚韧的优良品质。青

少年正处于人生的起始阶段，具备勤劳的吃苦精神，肯于吃学习

的苦，才能享受生活的甜。在爱国精神方面，岑参、杜甫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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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古诗词都表达了虽已到暮年，但内心爱国热情仍未淡去。

爱国情怀是德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

基础。在责任意识方面，《雁门太守行》表达了诗人在面对个人

与国家情感时，勇于承担对国家的责任，毅然选择身往边塞保卫

国家、勇于担当的责任感，是每一位青少年都需具备的品质。对此，

语文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要注重发挥其情感号召力，拓展德育空

间，适当为学生留白，让学生深入感知古诗词内涵，让学生通过

感受道德与树立道德的过程，使传统美德能够深入内心，进而外

显于行，最终有效提升中学德育效果。

（二）立足文化传承视角看待古诗词，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对国家、民族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

行。古诗词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教师要站在

文化传承与德育视角看待古诗词教学，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

通过多样化手段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首先，教师要注重借助

古诗词教学传承传统文化。古诗词教学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中学语文教材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古诗词，教师在实际教学中

要注重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感知古诗词内涵的过程

中有效了解传统文化，产生自觉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中学古诗

词中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其不仅包括古代汉语知识，同时也

蕴藏着中国历史、书画等多层次内容，其以精炼的语言文字迸发

出巨大的文化底蕴，让学生在古诗词鉴赏中了解到本民族独有的

知识财富，通过学习修辞、韵律等古诗词写作手法掌握课程知识。

例如在课程《天净沙 秋思》教学中，教师可从古诗词表达形式入手，

引导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在脑海中构建出村野黄昏图。在鉴赏

过程中，诗人以名词为切入点，运用简单的词语直接展示了凄凉

暗淡的场景，让学生仿佛可以看到黄昏时刻潺潺小溪流水、袅袅

炊烟升起等画面。古诗词中汉语言是我国民族的独有文化形式，

其能够通过对字词的运用表达出特有的文化精髓，这些是其他国

家无法复制的精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无法进行精准翻译，是属

于本民族的独有财富。古诗词历史发展悠久，其蕴含着丰富的中

国历史知识，从历史发展视角分析，这些是其他民族无法超越的。

对此，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可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事

件等，让学生通过趣味性故事建立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同时认

识到中华民族的强大，自然建立民族文化自信。书法是古诗词的

重要表现形式，其从古至今一直被世人传承，教材中同样以书法

方式呈现古诗词内容。在此部分教学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教材中

的插画，或为学生提供相关书法素材，让学生切实感知书法艺术

与古诗词的魅力，以此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效渗透与内化，

对民族文化建立自信。其次，教师要注重借助古诗词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古诗词看

到古代文人志士的爱国情怀，以此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弘扬民

族精神。在价值观教育方面，教师要通过古诗词引导学生，让学

生认识到在生活中不能为了意气之事舍弃自己的生命，而要在大

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要珍惜亲情与友情的温暖。在人生

观教育方面，考虑到当代中学生所面临的学习压力与生活压力较

大，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面的人生观念，以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除价值观念外，我国民族精神还包括和而不同的包容

智慧、安民济世的社会理想等，以此世代传承。总之，教师要在

古诗词教学中注重传承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促使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提升学生文化修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三）科学创新古诗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兴趣

为提升古诗词德育效果，教师要注重创新教学方法，吸引学

生的积极参与，提升学生古诗词学习兴趣。对此，教师主要可从

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古诗词朗读训练，带领学生深入感知诗

词雅韵。品读是感知古诗词深刻内涵的首要步骤，教师要引导学

生分析古诗词的语言词汇，结合词汇意向，在脑海中构建相应的

画面，以此深入感知作者的情感，了解作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

以此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古诗词意向感知结束后，教师引

导学生进行朗读，通过泛读、自由朗读、听音朗读等方式锻炼学

生语言思维能力。例如在课程《竹里馆》教学中，为帮助学生感

知诗词意境，教师可应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播放优雅的音乐，让学

生能够在音乐氛围中感受王维所描绘的静谧轻松意境，通过自由

朗读深入诗人内心，与诗词情感产生共鸣。古诗词本身有着典雅

的特点，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能够不断丰富自身文化底蕴，达到腹

有诗书的目标。二是应用视频教学，引导学生体会诗词情感。古

诗词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考虑到学生文化基础较为薄弱，无

法深入感知作者情感，教师可借助视频开展教学，充分挖掘信息

技术教育潜能，引导学生深入感知作者情感，以此作为思政教育

的优质教材，有效发挥语文教学育人功能。例如在《江城子密州

出猎》教学中，为帮助学生感受围猎画面，教师在课前收集相关

视频资源，将其整合成视频课件为学生展示，让学生感受围猎时

的盛况，进而感受到诗人意欲驰骋沙场与家国情怀的情感。古诗

词中本身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元素，通过视频方式能够有效丰富德

育教学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德育效果。三是开

展古诗词专题，拓展学生文学视野。古诗词种类丰富，能够有效

拓展学生文学视野，教师可设置专题教学，引导学生按照一定规

律学习古诗词。比如按照作者分类可设置“杜甫专题古诗词”“辛

弃疾专题古诗词”等，按照题材分类可设置思乡主题古诗词、爱

国主题，古诗词等，按照体裁分类，可分为古代诗专题、近体诗

专题等。不同的专题的分析重点不同，比如在体裁专题中，教师

要重点讲解句式、对仗、平仄相关知识，引导学生以更专业的视

角分析古诗词。除此之外，教师还可结合不同节日开设相关主题，

比如中秋节专题、重阳节专题等，让学生找出不同古诗词的创作

背景，提炼出其中蕴藏的节日元素，以此有效锻炼学生的语文学

习思维。总之，中学生正处于思想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

教师要利用古诗词传统文化元素丰富学生学科体验，有效补充德

育内容，给学生个人发展提供一定启示。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要注

重挖掘古诗词教育价值，创新教学手段，促使知识教育与德育工

作的有效结合，将学生培养为道德高尚的优质人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与先贤智慧的重要载体，

其在中学德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此，语文教师要正确认识到

古诗词德育的重要价值，充分挖掘古诗词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通

过对教材内容的反复探究，加强德育的科学性，重点突出语文教

学的立德树人功能，在分析中学生学习情况基础上提出语文古诗

词与德育的融合教育策略，以此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内化学生学习动机，借助古诗词增强学生文化自信，以充分发挥

语文育人功能，在长期教学中对学生德行培养产生潜移默化作用，

推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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