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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人们对德育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德性与才性相
对立，即德才兼备，而现代教育政策即德性、智性与体质的全面发展，则表明德性包括思想与道德。我们需要强调在教学
中渗透德育教育，爱国主义文化教育应是历史课题设计教学的一条主线，是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有效解决途
径，传统的思想教育已经无法紧跟经济社会的变革。因此，应该明确中学德育教育的方向，注重德育的实践活动教学，发
挥引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德育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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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的最新《中小学生综合

实践活动课指导纲要》中强调，综合实践活动课是与学科课

程并列设置的必修课程，要充分发挥综合实践活动课在立德

树人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因此，中学历史课

教师除了要教授学生相应理论知识外，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德育教学联合起

来，帮助学生在完成相应课程的基础上，满足现代教育对学

生提出的智育与德育共同发展的需求，促进学生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如何渗透德育教育

2.1 千里之行，始于规范，将历史榜样的行为规范

与现实生活中学生的行为规范联系起来

引导他们处理好各种关系，个人与国家、个性与共性、

社会与家庭等，以及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如何融入社会。

群居守口，独居守心。看事情要高瞻远瞩，有全局意识，并

且能够考虑长远，做事要谨慎，着手细节，才能避免眼高手

低的毛病。使学生可以树立一个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文

化精神，为中华传统民族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奋斗。

2.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引入多媒体

通过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声形并茂、清晰鲜活

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场景，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引导学生

从形象思维进入逻辑思维，穿越时空，寻求与历史人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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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鸣，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3 运用比较法科学、直观学生容易理解、记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研读历史上很多史实，可以为

我们当下的生产生活提供很多的借鉴，总结出事物发展的规

律，甚至可以推算出未来事物的发展走向。

对同一国家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现象

进行比较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行为历史时间的

流逝和环境的变迁，有些表面看起来相同和相似的历史事

件、历史教育现象，其实我们有着自己本质的区别。通过这

些现象，时间的比较，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事件和现象的背

景、过程、影响和性质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

题的能力。

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

美国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从性质上都属于

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对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带

来了推动，但各自的表现形式、斗争形式和历史影响却不尽

相同。例如，对于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

革命，使它能够在 19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并赶上和超过英

法等资本主义建设国家，进而可以更加需要明确要求他们在

该国历史教育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理解历史不断

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1]。

2.4 提升教师个人魅力构筑和谐师生关系

教师的个人魅力和文化素养，品德修养将对学生的个

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日常活动的过程中，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

行为举止去感染学生，让学生以教师的道德品质为榜样。要

借用每一个和历史有关的知识，和学生探讨一些历史知识，

让学生时刻铭记历史，师生之间要相互探讨对历史发生的事

件表达自身的个人感受，甚至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和学生

共同讨论历史，这样教师就能够在教学中运用自如，使学生

和教师之间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此外，教师在历史课堂教

学中，能够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多读一些

和历史有关的书籍，强化自己的基本功，才能够在课堂上深

入浅出地运用历史知识在为学生讲课的时候能够做到融会

贯通。

2.5 正确解读教材文本教学中融合德育

面对新课程教学改革提出的三维目标，越来越多的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但

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维度，有些教师在课程准

备中能做好这项工作，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难以实现。例

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民族自豪感

等，很难在课堂知识中立即发挥作用，教师应该在每节课中

挖掘这些情感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学习的共鸣。

2.6 提升学生历史地位认清道德教学主体

思想道德教育要求教师的教学必须以学生的学习为主

体，而不是教师进行灌输式的教学，应该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贯穿在整个历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历史课上贯穿德育的

同时，使学生能够在自身的学习中以历史为榜样，勉励自身

日后的学习。或者教师可以为学生举例反面的教材让学生自

己去思考学习历史知识，让学生能够在自己感悟的基础上引

以为戒，做到具备道德的心理素质。同时，历史教师还应该

关心学生的个人优良品质形成的整个过程，从学生开始对于

道德的认识到学生的道德情感以及学生道德意志的养成 [2]。

2.7 联系实际生活环境荣辱观的观念注入

在历史课上，教师要赞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时，

也可以恰当地引用历史中的反面人物作为教育教学中的素

材，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但是，不能仅仅依靠教师

在课堂上为学生进行口头论述。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还应大

力开展课外活动 [3]。引导学生举办歌颂历史英雄人物的诗歌

朗诵，黑板报等活动，或是通过看历史电影，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3 结语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实事

求是，以达到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目的，教师只要想方设法

掌握丰富而详尽的史料，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地分析，

就能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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