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德育教育隐形于
分层次的语用练习之中
——以《桥》的片段教学为例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许明 审读：邱立波 明州教育 现代金报 A10ducationEE

江群英 海曙中心小学

学科德育典型案例选登③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教学过程描述】
部编本送审版六年级上册《桥》（原人

教版五年级下册）一文，是一篇语言凝练，
内涵丰富，感人至深的课文。我在教学中，
先让学生感悟到洪水越来越肆虐，情况越
来越危急，群众越来越惊慌之后，接着设
计以下四个分层次的语言运用训练环节，
在无形中渗透德育。

一、结合课文内容说说：
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的村

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
生1：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

的村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像
一座山，临危不乱，沉着指挥村民撤离。

生2：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
的村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果
断指挥村民撤离，自己却不离开。

生3：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
的村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毫
不留情地让自己的儿子排到撤离队伍的
最后，不徇私情。

生4：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
的村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把
生的希望留给了村民，自己和儿子却被洪
水吞噬。

生5：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在惊慌失措
的村民面前，这位可敬的村党支部书记同
时又是一位深爱儿子的好父亲，在生死抉
择之间，让儿子先逃命。

……
二、综合全文内容填词成段，并深情

朗读这段话：
先填词成段：
雨越来越大，泛滥的洪水狂奔而下，

可通向（希望）的小木桥就在老支书身边。
在水刚（没腿深）的时候，他可以一走了
之；在水（没腰深）的时候，他也可以一走
了之；在水（没胸部）的时候，他依然可以
一走了之；他也完全可以让儿子一走了
之，完全可以和儿子一起一走了之。但是，
他始终（像一座山），巍然不动。最终，村民
们得救了，他和他儿子一起，却被（无情）
的洪水（吞没）了。

再深情朗读。
三、安排表达练习，学生用自己的语

言相互交流学习，互相补充共同提高。
生 1：这位村党支部书记遇到灾难临

危不乱，沉着冷静，指挥有序，威严如山，
受人拥戴。

生2：这位村党支部书记胸怀村民，先
人后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村民，把死的危
险留给自己，无私伟大。

生3：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在危险面前，
舍己为人，有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生 4：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在如此肆虐
的洪灾面前，让自己的儿子最后一个撤
离，真是一个不徇私情的老党员，令人无
比敬佩。

……
四、思考课文以《桥》为题的用意，把

带“桥”的词语填入句子，组成一首诗，再
用深情的诵读赞美这位令人崇敬的村党
支部书记。

先填词组诗：
党员桥——生命桥
洪水中的（小木桥）啊（小木桥），
你是群众跨越死亡的（生命桥），

你是村民逃脱灾难的（希望桥）；
你是用党员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不

朽桥），
你是彰显村支书高风亮节的（丰碑

桥）；
你是党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连

心桥），
你是那样一座无私伟大的（爱—心

—桥）！
再诵读升华。

【德育观点评析】
《桥》这篇文章因其思想内容的关

系，是一篇进行德育渗透的好文章，可以
让学生感悟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内心
生发出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因此，语文
老师们都将此文作为教育学生爱党的好
材料。

听过很多堂《桥》的公开教学，许多
老师在此文的德育渗透中，大都用课文
内容讲解式、问答式、中心思想概括式，
来完成德育教育的目标。这样的感悟，流
于口头，停在耳边，且只在浅表层面，不
入心，情感体会不深层，对人物的形象感
知不入木三分，情感宣泄也缺乏，教学效
果不够好，这样的德育渗透也像水入沙
地，了无痕迹。

我设计上述教学片段，旨在改变老
师们喜欢且常用的课文内容讲解式、问
答式、中心思想概括式教法，将内容理解
转换成语言表达书面练习，不只是口头
问答；将学生自身的语言实践作为学生
语文能力提高的途径和方法，不是老师
的说教灌输；最重要的是，将语文课必须
承载的德育教育、人文思想内涵的感悟，
不露痕迹地结合于实实在在的语言运用
和表达练习之中，真正做到“文以载道”，
紧密融合。

一、语文课堂的德育教育必须是隐形
的渗透，不是显性的说教。

毋庸置疑，语文教师当然要特别重视
德育渗透。但语文课毕竟姓“语”，不能等
同于品德课和班队课。但凡一本正经的说
教，即便是明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人
们也是嗤之以鼻，抛之脑后的，三个字
——不爱听。再考虑到学生，无论是人教
版时候的五年级下册学生，还是部编本的
六年级上册学生，都正是开始产生逆反心
理的时候，进行德育教育一定不能是教师
苦口婆心式的思想品德教育，而是要做到
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只有这样，学生才会
易于接受。

二、语文课堂的德育教育应当通过
语用练习达成，不是内容分析式的简单
问答。

语文阅读课，首先要引导学生读懂和
理解课文内容，这是无疑的。因此，语文教
师总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讲解课文，
以期让学生快快理解内容，明白中心，把
要渗透的德育一股脑儿交代给学生，以为
学生听过了就完成教学任务了。“内容分
析式”讲解和问答虽早已摈弃，但是课堂
还是离不开教师强势地问和学生被动地
答的那种方式，事实上，内容分析为主的
问答式讲解还是主宰了很大一部分的语

文课堂。
诚然，我们都明白这种方式的弊端很

多。首先，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只能跟着
老师的节奏学习，缺乏主动探索，渗透的
德育就是那耳旁刮过的风；其次，这种方
式下学生的学习是片面的，零碎的，越是
负责的老师，就越怕学生不知道，于是好
心抛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也越多，课
文越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越发不利于学生
整体把握，所谓的德育渗透，也只能是毫
不连贯的蜻蜓点水；再次，这种方式的学
习，学生缺乏语言表达的实际操练，他们
接收到的本就是丁点的人文内涵和思想
道德教育，如何能表达出子丑寅卯来？还
有，德育目标其实是最终促成学生道德认
知上得到提高，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习
惯和思想认知，而这种方式的学习，学生
思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道德认知根本达
不到促进行为的程度，这样的德育渗透就
不可能促进学生真正得到成长。

所以，德育渗透必须通过语用练习来
达成。通过一系列语用练习题让学生自己
理解课文，教师只起引导作用，不包办代
替，不满堂灌输。强调以生为本，让学生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实
践来获得，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
性。在学生自己读懂课文内容的前提下，
再通过语言实践感悟文章思想内涵，这样
的德育渗透必定入心，必定深刻。

当然，这些语用练习的设计必须遵
循语文学习的规律。比如要遵循先整体
再部分，再回归整体的规律，不再是支离
破碎的零打散敲，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
和人物道德品质的感悟也必定是完整
的、丰满的、立体的；必须遵循由简到难、
循环提升的规律，这样的渗透，使文章的
思想内涵慢慢形成和扩张，逐渐越来越
清晰，最后会像一部动人的影片，深深烙
印在学生心头，德育目标就悄然又高效
地达成了。

三、语文课堂的德育渗透应当是分层
次循环提高的语用练习，不是简单的思想
内容概括。

上述片段四个环节的语用练习设计，
循环提高，每个环节各有侧重，旨在实现
递进式提高。

学生在练习中，用“生命桥”、“希望
桥”、“不朽桥”、“丰碑桥”、“连心桥”、“爱
心桥”的语言，热情歌颂了这个故事彰显
的高大无比的党员形象，领悟了文章深厚
的思想内涵，深刻领会了我们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员的本质特征。经过四
个环节的层层推进，教师无需再费口舌去
告诉学生中国共产党多好，党员多好。这
样的德育渗透，才是最高境界的渗透，也
必定是成功的入心的渗透。

语文学科因其人文性的特点，比其他
学科拥有更多的德育材料，这是得天独厚
的教学资源优势，随之也带来了比其他学
科需要承担的更多的德育任务。所以，语
文教师在教学过程渗透德育教育，必须讲
究方法，讲究艺术，入木三分地将教材中
蕴含的种种道德素养潜移默化地带给学
生，达到语文教学与思想品德教育水乳交
融的境界。这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德育渗透方式，这就是语文课渗透
德育的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