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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subjec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lated cultural 
knowledge, but also lay a good knowledg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learn other subjects. Objectively speaking, Chinese, a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has rich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word theory teaching, as the main cont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elp students form correct values and moral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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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字理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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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作为小学阶段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学科，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习汉字以及相关文化知识，同时也能为学生学习其他科目打
好知识基础。客观上来看，语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本身具有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字理教学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在引导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应当注重道德教育的开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与
道德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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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文不仅仅是学生进行知识学习和世界探索的工具，同

时也是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培养起正确价值观念的一种途径。

汉字学习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在开展字理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应当利用汉字的特点帮助学生认识世界，使学

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字理教学充分发挥语文知识

对德育教育的重要作用，润物无声地影响学生。

2 字理教学对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2.1 借助语文知识教学，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语文知识博大精深，目前小学语文教材编排已经趋于成

熟化，内容较为合理，比较适合小学生进行初步知识学习。

同时，语文知识作为中国独特精神文化的凝聚，不仅是一种

文化存在符号，更重要的是具备信息传递与文化发展的重要

功能。在学生进行汉字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真正体味到形态

各异的汉字之中蕴含的内在意义，从而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

进行文化学习 [1]。另外，中国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治国思

想的国家，通过学习汉字，学生可以体会到中国古往今来不

同的思想内涵，并在汉字变化之中理解其中蕴含的独特意味，

在语文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推动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

2.2 利用汉字独特魅力，推动学生理解德育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汉字，在开展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

生可以发现不同汉字是具备相应的构词规律 [2]。并且与他国

文字相比，汉语具备独特的字形，学生可以发现汉字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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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文化魅力。同时，汉字也是世界公认的学习难度较大的汉字，

在开展实际识字教学时，教师通过字理教学可以更好地调动

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主动识字的欲望，从而在学

习中体会到知识吸收的愉悦。另外，在开展字理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根据汉字发展特点触类旁通地引入各类与汉字相关

的小故事，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汉字的实际魅力，实现学

习过程与情感态度的有效渗透，推动学生理解德育教育。

3 小学在字理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策略

3.1 汉字分解组合，插入德育思想

在字理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教师首先应当从汉字本

身出发，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与思维特质，选择更加生动、

形象的方法，挖掘汉字中的德育内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汉字知识，从而实现德育教育的成功开展。中国汉字主要由

偏旁与部首构成，而不同的偏旁与部首则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3]。通常来看，中国汉字大多可以分解组合并加以解释。因

此教师不妨利用汉字该特点进行分解组合，并将德育思想插

入其中。

例如，在进行一年级上册《春夏秋冬》文章教学时，教

师可以结合课本中的生字，引导学生开展字理学习，并利用

汉字的内涵将德育教育插入其中。比如针对课文中的“游”

字，这时首先可以将“游”字拆分为三部分，之后利用汉字

小故事的方式开展字理教学。例如，教师可以先提问学生：

“请问说起“游”字你会想到什么呢？”学生可能回答：“游

泳。”这时教师可以首先引导学生想象：“在你开展游泳的

过程中什么是必需的？”学生可能回答：“水。”此时教师

可以在黑板上进行板书，写下“氵”，先将汉字部首写出。

之后教师可以询问学生：“你游泳的地方通常是什么形状的？”

学生会回答：“游泳时通常都是方形的。”紧接着教师可以

在黑板上写“方”，之后引导学生思考：“请问你去游泳的

时候会自己去吗？还是和别人一起呢？”学生们大都会回答：

“和爸爸、和朋友。”最后教师在刚刚写的字旁写上一撇一

横作为“人”，并在下面写上“子”，最终组成“游”字。

通过汉字分解组合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汉字的内在含义，此

时教师还可以抓住该契机，告知学生在进行游泳的时候应当

去专门的游泳池，同时还需要由其他人进行陪同，以保证自

身的安全。

3.2 借助古今对照，渗透德育思想

在开展汉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发现，受到时代变

化的影响，古代与现代汉字的形态有所不同，其中代表的价

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变化。因此，教师在开展德育教育的过

程中不能仅仅从当代文字出发，同时也需要帮助学生寻根溯

源，了解古代汉字的含义，通过古今对照将德育思想深入其中，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内涵，实现价值观念的有效引导。

伴随中国当前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国民生活水

平也在不断提高，学生的实际生活条件也在不断提升，目前

大多数孩子都不具备刻苦奋进的品质。在进行汉字教育的过

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利用学生当前价值观念来开展教学。比

如就是可以以询问学生：“你认为什么样的家庭是美好的？”

学生可能回答：“富有的家庭。”此时教师可以针对“富”

字进行解释。从“富”字的形态变化来看，该汉字、甲骨文

金文的书写方式与当前隶书、楷书的书写方式有所不同。在

甲骨文与金文中，主要有房屋和房屋中的酒坛子构成，意为

静态具体的财富。而在隶书和楷书中，该文字既包含房屋与

田地的静态财富，同时还包括人口的动态财富 [4]。通过此类

对比，就是可以引导学生意识到富有的家庭，不仅仅需要具

备房屋，同时还需要具备能发展的人口与可耕种的田地，并

通过人的努力来实现富有。此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传递一种

价值观念，即幸福的家庭，不仅需要充足的物质资源，同时

更需要勤劳的人来进行创造。

3.3 实际书写汉字，体味德育思想

字理学习不仅仅是带领学生认识汉字，更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投入实际中进行汉字书写，从而更好地理解汉字含义与

其中的道德内涵。在日常生活中常说：“字如其人”。从该

点可以看出学生写字的态度，实际上也侧面体现学生做人的

态度。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当从汉字的

独特美出发，根据字理进行引导学生写字。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当将学生写字重视起来，通过规

范学生写字内容，实现对学生价值观念的规范，引导学生体

味德育思想。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写“堂堂正正”四个

字，意为引导学生品德正直。此时，教师应当走到学生身边，

观察学生写字的情况。教师可以发现部分学生在写字的过程

中横不平、竖不直，甚至乱圈乱画。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请问同学们知道堂堂正正是什么意思吗？堂堂正正的意思

就是要光明磊落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同学们在写字的过程

DOI: https://doi.org/10.26549/iptm.v4i2.6587



6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2期·2021 年 1月

中，也要将堂堂正正四个字写得干净方正。”通过写字帮助

学生建立起初步的道德思想，开阔学生的思路，同时也能避

免在自理教学中出现学生感到学习枯燥的情况，推动学生书

写方法更加规范，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4 结语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不仅仅体现中华民族的

整体文化，同时也具备着文化信息传递的重要功能，是中国

先进道德思想的体现。在实际开展小学中低年级自己教学的

过程中，语文教师应当深挖汉字中的学问，从实际出发，将

德育教育与治理教学结合起来，通过将汉字进行合理分解组

合，借助古今对照，引导学生实际书写汉字，实现字理教学

与德育教育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生实际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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