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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high school moral and rule of law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 of ancient poetry, traditional classics, national culture,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virtues and national spirit,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and form the 
correct “three view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and law teaching and discipline education funct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is 
the subject teacher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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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古诗文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作用探究
刘本喜

湖北省巴东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中国·湖北 恩施 444300

摘  要

初中道德与法治现行教材引用的古诗词、传统经典、民族文化等诸内容，对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
神，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形成正确的“三观”，增进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科的育人功能，都具有重要作
用，是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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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标识，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也是全人

类弥足珍贵的精神瑰宝 [1]。”部编版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所

引用大量经典古诗文，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好，就可以让学生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的养分，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而有利于学生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发

扬光大，进而提高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素质，引导他们形成正

确的三观。

2 经典古诗文运用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有
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古诗文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载体，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是一种隐性

的教育资源，也是初中生在学习中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优秀传

统文化之一 [2]。为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

和认同度，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与运用，融入了古诗词、传统经典、民族文化等诸

多内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并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所以，将经典古诗文运用到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从

而可以加强中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能够使他

们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从中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伟大，弘扬

并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3 经典古诗文运用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有
利于培养学生思想品德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主要责任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价值导向和健全人格的教育，促进初中生在“情感、态度、

价值观、能力、知识”的全面发展。个人认为，主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培养初中生的思想品德。

3.1 引导价值取向，树立核心价值观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

值观教育中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的集中体现。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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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首先是这门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一来可以促进学生

身心的健康发展，二来把学生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细

究教材中引用的经典古诗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关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例如，八年级上册第一课第二框“在社会中成长”中，

第八页正文中引用“夫喜群而恶独，相扶而相植者，人情之

所乐也”，出自康有为《大同书 < 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

意思是喜欢聚群、不爱孤独，乐于互助合作，属于人之常情，

通过了解经典古诗文的含义，启示我们要谦让、分享、帮助

他人、关心社会发展等亲社会行为，有利于中学生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塑造健康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又如，七年级上册第四课第二框“深深浅浅话友谊”

这一课时，在竞争并不必然伤害友谊，关键是我们对待竞争

的态度这一知识点时，书中用了古人云：“仁者如射：射者

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己矣。”

现如今中学生在友谊面前对待竞争的态度有些扭曲，价值观

不正确。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价值导向

功能，将其二者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实现思想品德课的教育目标。

3.2 培养健全人格，塑造优秀品质
健全人格的培养是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目标之一。

初中生阶段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现阶段的初中学生

往往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和向往。

例如，七年级下册第三课第二框“青春有格”中，在

本课的开始运用你的经验中，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非常熟悉

的田字格，在第二个问题中用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

格降人才”“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这三句带“格”字的经典古诗文，通过这三句也

让学生们了解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并将学生们带入到本课

的内容。第一目是“行已有耻”，传授给学生们一个人行事，

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需要同学们有知耻之心；第二

目是“止于至善”，传授给学生们的是一种“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的实践过程，是一种向往美好、永不言弃的精神状

态，检视自身的不足，积极调整自己，通过自省和慎独，端

正自己的行为。

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我们要从教材里引用

的经典古诗文中汲取文化精髓，让学生感受古代人的高尚人

格和优秀品质，最终形成向上、向善的健康人格，塑造自身

的优秀品质。

3.3 促进道德感知，提高个人品德修养
道德是社会的规范和标准，是个体外在的社会要求，

而品德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 [3]。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

道德教育就是把社会要求的准则和规范内化为中学生思想

品德修养的过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引用的许多经典古

诗文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教学中结合这些

经典名句来促进学生的道德感知，让初中生从内心深处接受

经典古诗文所传递出来的道德标准。

例如，八年级上册第四课“社会生活讲道德”，在第

一框“尊重他人”中，教材三十四页运用了孟子说：“敬人者，

人恒敬之”；第三十五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十六页阅读感悟中引用了杜甫的一首诗“又呈吴郎”；

第二框“以礼待人”中，教材第三十七页相关链接中孔子说：

“不学礼，无以立”；扬雄说：“人而无礼，焉以为德”，

等等。这些经典古诗文都是用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在社会

生活中，中学生应该尊重他人，以礼待人，诚实守信，努力

做一个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者。通过古代与现代的结合，更

加促进学生的道德感知，对其终身发展都会带来影响。

4 经典古诗文运用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有
利于增进学科教学有效性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有效性是指教师在钻研教材

与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

规律，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通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最

少的时间、精力等资源，促进学生理解掌握本学科的理论知

识，提高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

人格修养、正确的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素养和较高的法治意

识。将新教材中引用的经典古诗文运用到道德与法治课教学

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有效性，主要

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4.1 激发学生课堂学习兴趣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兴趣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

只有对它产生兴趣才能继续学下去 [4]。然而，目前中学生对

于政治课并无多大学习兴趣。就目前传统课堂的状态来看，

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对该学的教学内容进行讲授，满堂灌的方

式，久而久之学生自然感到枯燥无味。

古文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教学内容讲解过程中，

教师如果能在合适的时机穿插经典古诗文，使用学生感兴趣

的传统经典故事，将理论知识与经典古诗文结合，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九年级上册第一课“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框时，

可以运用教材中“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这句经典古诗文，

教师可以先解释它的含义，并可以举例唐太宗时期出现的

“贞观之治”，有助于学生理解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增

进民生福社。因此，如果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中合理运用一

些初中生熟悉的经典古诗文，在初中生学习的过程中，不仅

了解了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

在轻松有趣的课堂中学习理论知识，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4.2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内容不应仅仅局限在教材

上，教师应该开发和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在道德与法治课中，

将课内外优秀的教学资源巧妙地运用到课堂中，丰富其课堂

教学内容。经典古诗文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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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恰当运用，能够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拓宽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例如，教师在讲到八年级上册第四课第三框“诚实守信”

时，可以运用教材中“探究与分享”季布一诺的故事，告诉

同学们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也可以运用教材之外的资源，比如赵柔卖梨

的故事，告诉同学们人的一生都要信守诺言，不要有利可图

就放弃信用，先做人后做事。

4.3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巧妙运用经典古诗文，不仅提高

了教学效果，还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九年级下册“开放互动的世界”一框时，运用

教材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教师可以将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

都引用过该句的视频或者原文找出来，以进一步说明物有千

差万别，这是客观规律，言外之意就是国与国之间要求同存

异，包容并蓄。经典古诗文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恰当、合

理地运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有助于学生了解中

国时事政治。所以，经典古诗文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

运用对于学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对于课堂中丰

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经典古诗文在道德与法治课上的运用不仅

弘扬并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培养初中生的思想品德，

一定程度上能够增进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4.

[2] 高红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及实现路

径[J].课程教育研究,2017(5):34-35.

[3] 符玉硕.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思想品德课中的价值实现

[J].林区教学,2018(4):221.

[4] 杨秀莲.中学政治学科有效教学[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