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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language	teaching	in	Peizhi	Primary	School	is	not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multiple	paths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is	field.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situational teaching is used to create real-life scenarios, allowing students to learn moral norms through experien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courages students to help each other, cultivate teamwork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Multimedia assisted 
teaching uses rich audio-visual materials to visually display moral stories and behavioral norm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leaders of 
moral education, teachers establish moral examples through words and deeds, create a warm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emotional 
care, enable students to absorb positive values unconsciously, achiev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peizhi	primary	school;	life	language	teaching;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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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不仅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更是德育渗透的重要阵地。论文探讨了该领域内德育渗透的多重路径。教
学方法上，通过情境教学法营造真实生活场景，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道德规范；合作学习则鼓励学生相互帮助，培养团队
协作与责任感；多媒体辅助教学则以丰富的视听材料，直观展示道德故事与行为准则。同时，教师作为德育的引领者，通
过言传身教树立道德榜样，以情感关怀营造温馨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正面价值观，实现智育与德育的和
谐统一，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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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力发育迟缓学生虽然在心智发展上存在一定障碍，

但他们在道德发展上的需求与正常人无异。因此，在培智小

学的生活语文教学中，如何巧妙融入德育教育，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将从教材选择、课堂活

动设计、教师榜样作用及社会实践等方面，探讨德育渗透的

具体路径。

2 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单纯的

知识传授范畴，它构成了智力发育迟缓学生成长道路上不可

或缺的一环。这一教学过程，首先且核心地，为学生搭建了

一个安全而包容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能够逐步掌握基础的语

言文字知识，这是他们与外界沟通、表达自我、获取信息的

基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认字、造句、阅读等

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理解语言的魅力与力量，

这为他们日后更深入地探索世界、理解复杂情感与思想提供

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生活语文教学成为了这些学生融入

社会、理解生活的重要途径。通过模拟真实生活场景的教学

内容，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语言进行交流，

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情感。这些技能

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学校中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更为他们将

来步入社会、独立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生活语文

教学中融入的德育元素，更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一次深刻滋

养。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们通过学习经典故事、讨论道德

议题、参与社会实践等方式，逐渐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道

德观和人生观。他们学会了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勇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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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积极面对挑战，这些品质将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中最宝

贵的财富。

3 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德育渗透

3.1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在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特别

是在智培学校义务教育教科书《生活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学校生活”的教学中，展现出了其独特魅力和显著成

效。这一教学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的情景模拟，为培智学生创

造了一个个生动、具体且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学习环境，使

得学习过程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和吸收。在第一单元“学

校生活”中，教师巧妙地运用情境教学法，将课堂转变为一

个微型的学校生活场景。通过模拟早晨入校、课间活动、上

课学习、午餐时间以及放学离校等各个环节，学生们仿佛置

身于真实的学校生活之中，他们的学习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

来。在模拟早晨入校的情境中，学生们扮演学生、老师和家

长等角色，通过互道早安、问好等互动，不仅学习了“早上

好”“老师好”等基本礼貌用语，还体验到了学校生活的仪

式感，培养了他们的礼仪意识。课间活动环节，教师设置了

跳绳、踢毽子、做操等多样化的活动场景，学生们在参与的

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使用“我们一起玩吧”“轮

到你了”等合作与分享的词汇，增强了他们的社交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上课学习环节，教师则通过模拟上课情景，

如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小组讨论等，引导学生们掌握课堂

用语，如“请老师提问”“我明白了”等，同时培养他们专

注听讲、积极思考的学习习惯。午餐时间，学生们在模拟的

餐厅环境中，学习如何排队取餐、礼貌请人让路、感谢食堂

阿姨等，这些活动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与食物相关的词汇和句

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角色扮演中学会了尊重他人劳动、

珍惜食物等社会道德规范 [1]。放学离校时，教师引导学生们

使用“再见”“明天见”等告别语，同时强调安全回家的注

意事项，如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不跟陌生人走等，这些教育

内容在情境中得到了自然而然的渗透，使得德育与智育在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有机结合。

3.2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模式在智培学校义务教育教科书《生活语文》

一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个人生活”的教学中，展现出了其对

于培智学生全面发展的独特价值。本单元围绕“个人生活”

展开，内容涵盖了穿衣、洗漱、整理物品等日常生活技能的

学习。在这一教学背景下，合作学习模式被巧妙地融入其中，

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互助互学、共同成长的平台。在小组合

作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们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

需要共同面对穿衣比赛、洗漱顺序规划或是物品整理挑战等

任务。这样的设置不仅考验了他们的个人技能，更重要的是

促进了团队协作能力的发展。学生们在小组内分工合作，有

的负责计时，有的负责指导动作，还有的负责鼓励和支持，

大家相互配合，共同朝着目标努力。在互动交流中，学生们

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彼此的差异。他们敢于分享自

己的想法，也勇于接受他人的建议。这种开放包容的学习氛

围，极大地促进了他们沟通能力的提升。同时通过观察和模

仿同伴的优点，学生们能够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能。

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学习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

可的机会。在小组展示环节，学生们可以自豪地展示自己的

学习成果，分享在合作过程中的点滴进步。当他们的努力得

到老师和同伴的肯定时，自信心和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将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和

动力。另外，通过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学生们还学会了相互

支持、共同进步。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而

是能够依靠团队的力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团队精神

的培养，正是德育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让学生们意识到，

在生活中我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需要与他人携手

同行、共同面对挑战。

3.3 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辅助教学在培智小学的生活语文教学中，特别

是在智培学校义务教育教科书《生活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三

单元“家庭生活”的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

一单元旨在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并融入温馨和谐的家庭生

活，学习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爱与尊重，以及基本的家庭生

活习惯和道德规范。多媒体技术的融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

提供了更加生动、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教学手段。在“家庭

生活”单元中，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如高清视频、温

馨音频和趣味动画，为学生构建了一个个鲜活的家庭场景。

首先，通过播放一段展现家庭成员早晨共同准备早餐的视

频，学生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父母忙碌的身影，听到厨房里锅

碗瓢盆的交响曲，从而学习到“起床”“刷牙”“吃早餐”

等日常词汇，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与和谐 [2]。这种视觉

与听觉的双重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

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庭中，积极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深化

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教育，教师还精选了一系列感人至深

的道德故事视频。这些视频以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孝顺父母、

关爱兄弟姐妹、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的故事。学生在观看过

程中，不仅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更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

击下，深刻感受到了道德的力量，心灵得到了洗礼。他们开

始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学会了感恩与回馈，促

进了个人品德的提升。另外，多媒体辅助教学还通过动画演

示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以生动有趣的形式

呈现出来。例如，通过动画展示“帮妈妈做家务”“与弟弟

妹妹分享玩具”等场景，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并

内化这些道德规范。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不仅降低了

学习难度，提高了教学效果，还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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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角色的发挥与德育示范

4.1 言传身教
在培智小学的独特教学环境中，教师被赋予了更加崇

高的使命——他们不仅是知识的灯塔，照亮学生求知的道

路，更是学生心灵的引路人，以自身的行为为镜，映照出道

德的光辉。教师的每一句话语、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声地讲

述着生活的哲理，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正因如此，教师们深知自身责任之重，时刻保持着高度

的自我觉察与自我提升。他们不仅在专业知识上不断精进，

更在道德修养上力求完美，努力成为学生眼中值得效仿的榜

样。在日常的教学与生活中，教师们展现出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用乐观的心态面对挑战，用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学生

勇往直前。他们坚持诚信正直的原则，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

人际交往，都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让学生从中领

悟到诚信的力量和价值。此外，教师们还以宽广的胸怀和细

腻的情感，展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他们耐心倾听学生

的心声，关注他们的成长与困惑，用温暖的话语和实际的行

动给予他们力量与支持 [3]。这种无私的关爱，不仅让学生感

受到了来自师长的温暖，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教

会了他们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去关爱他人、回馈社会。通过这

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师们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形成了良

好的道德品质。学生们在观察、模仿、体验的过程中，逐渐

接受了正面的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

由外而内、由知到行的转变过程，正是德育工作有效开展的

重要标志。它不仅促进了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社会的

和谐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情感关怀
在培智小学这片充满爱与希望的土地上，情感关怀如

同温暖的阳光，穿透心灵的阴霾，照亮学生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的学生，由于各自独特的成长背景和能力差异，往往比

同龄人更需要一份细腻而深邃的情感呵护。教师，作为他们

成长路上的重要伴侣，自然而然地承载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

任。教师们深知，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

灵的触碰与共鸣。所以，他们总是以一颗敏感而温柔的心，

去捕捉学生每一个细微的情绪变化。通过耐心倾听学生的故

事，细致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教师们努力走进学生的内心

世界，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当学生遇到挫折时，教师会

第一时间给予鼓励，用温暖的话语驱散他们心中的阴霾；当

学生感到迷茫时，教师会耐心引导，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

向；当学生取得进步时，教师会毫不吝啬地给予表扬，让他

们的成就感倍增。这种情感上的关怀，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

声，不仅在学生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也悄然拉近了师生之

间的距离 [4]。师生之间的信任与亲密感日益增强，形成了一

个温馨和谐的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学生们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开始勇敢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积极地参与学习和生活。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

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内在动力，让他们更加自信地面对学习和

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更重要的是，情感关怀还为学生们树立

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教师的示范下，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关

爱他人、理解他人、尊重他人。他们开始关注身边人的感受

和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去传递爱与温暖。这种同理心和责任

感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与他人和谐相

处，也将成为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财富。

5 结语

在培智小学生活语文教学中，德育的渗透不仅是知识

的传授，更是心灵的滋养。通过创新教学方法与强化教师角

色，可以为学生搭建了道德成长的桥梁。情境教学法、合作

学习与多媒体辅助教学让德育更加生动具体，而教师的言传

身教和情感关怀则为学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未来，将继续

探索更多有效途径，促进德育与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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