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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教育理念下,立德树人是教育的中心环节,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引下,英语新课标更新

了教学内容,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化教育的内容,旨在促进学科素养的落实,加强英语学科人

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理念的推进与落地需要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不断摸索,如何将立德树人理念与学

科教学良好融合是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难点。本研究对立德树人的内涵进行了解读,挖掘新版的人教版高

中英语教材中蕴含的德育理念,并基于此探讨课堂学习任务的设计策略,旨在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加深

教育工作者对于新版教材与立德树人理念连接点的认识,并为一线教师的教学作出参考。 

[关键词] 立德树人；高中英语教学；教材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1 立德树人的内涵分析 

立德树人理念的提出表明教育不仅

要培养有知识的人才,更要培养德才兼

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

人。立德树人的理念是全面深化教育改

革的助力器,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助力器,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新要求。 

该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

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道德教

育始终是其中的一块珍宝,从先秦时期

的“立德”理念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对

于德育的重要论述,均强调了“德”对于

个人发展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此后的

各个时期对于德育的思想有着不同程度

的发展。“立德树人”的重要理论是新的

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

与时俱进。 

立德树人中的“德”内涵丰富,主要

可分为三个维度,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

传统文化,世界的优秀文化,以及时代背

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中外

的优秀文化理念都是德育的重要内容,

国家文化的交融可以有效的破除民族文

化的封闭保守,形成人类社会激荡的文

明乐章。[1]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基因”,[2]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

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在基本理论上“重

德”,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是其理论的核

心内容。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归

纳为“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仁爱孝悌、

谦和好礼、修己慎独、诚信知报、见利

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3]由此可见传统美德注重国家、集体、

社会以及个人多个方面。这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理念不谋而合,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次)、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次)、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体层次)”,

指明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不同层面的

精神追求。世界优秀的文化对于人类的

文明与进步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责

任、效率、客观理性、规则意识等,这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有共通之处。

立德树人理念有着丰富的德育内涵,是

课程教学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向。 

立德树人中的“人”主要指向是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教

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主力军、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挖掘教材中的“德”  

思政育人需要充分挖掘和运用学科

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思想价

值引领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4]教材是

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挖掘教材中与德

育有关的内容对于指导课堂教学有着重

要的意义。[5]根据教育部在2017年颁发

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将德育的内

容分为五个维度：理想信念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

育。[6] 

2.1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

政治信念,增强历史意识,树立争取的历

史观,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理想。例

如在unit2对文化历史遗迹内容的学习

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化历史遗迹拓

展至中国的革命文化教育,树立为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2.2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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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德育内容包括正确的学

习观、幸福观、人生观以及个人发展观

等有关学生发展的内容。例如unit 1的

标题为Teenage life,其中的阅读材料

为新生的挑战,主要阐述了刚进入高中

的学生面临的一些困难,教师可以从教

材内容出发,引导学生树立刻苦学习、勇

于探索、积极实践的学习观,激励学生勇

敢面对挑战,使学生学会调试情绪,形成

乐观的心态。 

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从个人角度来看,教

师应该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教

材主题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提升家国

境界,厚植家国情怀。例如在unit2 

Travelling around和unit 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历

史遗迹、历史建筑、传统汉字文化的认

识展现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培育爱国

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 

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

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例

如Unit 4的标题为Natural disasters,

主要介绍了地球上的自然灾害,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学习救灾人员的英勇事迹,

培育学生勇于奉献,乐于助人、扶危济困

的传统美德。 

2.5生态文明教育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生态

文明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旨在帮助学

生树立环境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

例如Unit 4的标题为Natural disasters,

主要介绍了地球上主要的自然灾害,教

师可以介绍其他人为因素导致的灾害,

例如滑坡、泥石流等,通过介绍一些事例

培养学生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不竭泽而

渔的意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3 教学活动中渗透“德” 

3.1多模态渗透文化元素 

随着信息时代来临,语言输入已可

凭借各种技术手段在听觉、视觉、感知

等各种模态中予以强化,用信息技术进

行英语教学将成必然。例如在unit4 自

然灾害主题的学习中,Listening and 

Speaking环节教师可以播放真实自然灾

害的纪录片、图像、音频等数字化材料,

有助于学生感同身受的体会灾难面前人

类互帮互助的大爱精神,学习扶危济困

的良好美德。 

3.2创设真实交际情境 

语言学家克鲁姆提出课内外交际的

环节有假设交际、教学交际、针对性交

际以及讨论性真实交际。讨论性真实交

际指学生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教材中

蕴含的文化内容丰富,教师可以利用课

本的材料,进行真实交际情景的创设。[7]

例如在unit 3 的Talking环节,教材提

供了有关运动精神的话题,教师可以创

设辩论会的情境,为学生提供不同的角

色,辩手、主持人、计时员等,就教材中

提供的话题择一进行辩论,使学生在观

点的碰撞中体会运动精神的内涵。 

3.3组织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区别于传统的教与学的

方式,指的是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执行项

目的一种小组合作教学方式。项目式学

习要求学习结束后有完整的作品,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复杂思维与系统思维。例

如在unit5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中,教材在Reading and Thinking环节介

绍了有关中国汉字的书写系统,这是极

佳的思政素材,教师在完成了常规的教

学内容之后,可以布置以汉字书写为主

题的项目,引导学生对汉字书写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进行深入的探究并形成书面

报告,使学生亲近、理解传统文化,传承

并发扬传统文化,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4 结语 

综上所述,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

任务,立德指培养良好的人格与道德品

质,树人即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新课

标理念的指引下,新版高中英语人教版

教材中融入了立德树人的理念,有多样

化的思政素材,教师应该以教材为基准,

挖掘教材中的“德”,寻找立德树人理念

在其中的切入点,在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中渗透“德”,真正实现立德为先、树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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