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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育是英语学科教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自 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提出“中小学校应该把学生德育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德育要寓于各学科教

学之中，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已二十年有余。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师的学科德育意

识和能力仍匮乏；学生中普遍存在道德认知与行为脱节的现象；师德专业发展仍缺乏外部支持。

基于此，本研究归纳了英语学科德育内容框架图，提出了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路径以充实学科

教学内容、优化学科德育方法。因此对英语学科教师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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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in Englis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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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English subject teaching.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State Council proposed in 2001 th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prioritize student mor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ubject teaching and run through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However, currently, the subject
moral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English teachers in China are still lack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tudents' mor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s still a common phenomen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thics still lacks external support. Based on the above factor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diagram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of the English subject and proposed an interactive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to enrich English subject teaching content and optimize the methods of subject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Keywor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Subject mor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Problems; Solutions

引言

道德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德育是

英语学科教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学校工作要坚持

“德育为先，立德树人”[1]。2017 年颁布的《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将课程育人放在六种主要育人途径的首位[2]。《义

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

坚持德育为先[3]。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二十年来对学科德育

工作十分重视。

道德的养成具有长期性、可塑性，依赖社会性、内生性。

学生品德的发展不可能单靠显性而少量的思想品德课来达

成。各学科知识与教学活动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和契

机。目前我国英语教学在德育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由于主观认识存在误区，许多英语教师的德育意识匮乏，往

往认为德育是思政课程或班主任的专职；其次，受应试教育

惯性的影响，德育在英语教学中得不到落实；此外，由于缺

乏对教师德育能力的督导和培训，部分英语教师的德育能力

不强，德育方法枯燥生硬；最后，从教育结果来看，学生中

普遍存在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知而不行或明知故犯的

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英语学科的德育路径做进一步的探究。

1.内涵

1.1 学科德育：

“学科德育旨在将所有教师纳入学校育人的行列中来，

充分挖掘中小学各学科的德育内涵，力图调动所有学科的德

育资源，使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成为形成正确价值观的

过程，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科育人、全程育人。[4]”“学

科德育是学生在学科学习中通过自我感悟或在教师引导下

领悟，逐步内化生成的具有学科特征的道德与品质，是学科

教育中所能企及的德育部分，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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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但又不刻意而为。[5]”

1.2 英语学科德育：

英语学科德育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根据学生身

心发展特点及生活背景，以英语教学内容和活动中的德育元

素为载体，利用英语学科工具性、人文性、思维性、实践性

等特点，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

品质、学习能力）的同时，适时而巧妙、持续而自然地对他

们进行政治、思想、法纪、道德、心理等方面的唤醒、引导

和纠偏，以帮助学生“德”“智”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德

育路径。

2.英语学科德育的现有问题

2.1 英语教师缺乏学科德育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分工的日益精细，道德成为一个独立

的范畴从知识体系中分离了出去。（Alasdair MacIntyre, 1995）

德育成为了一门学科，并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

下，德育工作渐渐成为专门的德育课程和德育部门的职责，

与英语学科及任课教师无关。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英语知识教

学与人文道德教育的割裂。英语学科的德育价值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此外，由于当前升学考试几乎只关注成绩，对师生

的道德品质没有高度要求，加之个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之

风盛行，英语学科德育陷入了形式上受重视，思想上被轻视，

实质上遭忽视的窘境。

2.2 英语教师缺乏交学科德育能力

在传统说教饱受争议的背景下，许多英语教师虽有德育

意识，却没有把握英语学科固有的道德价值，画蛇添足地在

剥离知识原有价值的基础上强加道德信息。“附加式”、“灌

输式”的学科德育主要强调学生应该怎么做，而缺少让学生

理解并认同为什么需要这么做的过程[5]。站在个人权益服从

集体权益、人的自然属性让位于社会属性的立场，教师用“文

明的方式”约束着学生的“个体的欲望”。这样单向的，不

是以满足个体需要为特征的德育建设容易让学生失去对道

德和学科知识的向往。这样的道德教育失去了其应有的生命

力，难以帮助学生有效的内化和生成，也这就造成学生的道

德认知与行为脱节的现象。

2.3 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缺乏外部支持与落实

学生品德的培养是一个涉及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系统工

程。教师在学科德育上的付出需要外部的配合才能形成良性

循环。然而当前的学校管理几乎只制裁出现道德问题的教师

而很少表彰德行出众的教师；师德培训多以讲座、报告等形

式对广大教师做自上而下的灌输。在这样冷漠而缺乏交互性

的企业文化中，教师的职业道德情感得不到滋养，道德发展

需求也得不到关注[6]。在当前教师资格认定、教师工作聘任、

绩效考核、评奖评优等环节的考察中，占比最大的往往是教

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对师德和学生品格的发展不够重

视。这样的“指挥棒”使得教师的工作重心被政策“异化”，

导致教师不愿也不会在教学中推进学科德育建设[4]。

3.解决思路

3.1 充实教学内容，树立英语学科德育的使命感

德育“渗透”与德育“融入”的课程德育观念对教师的

教学工作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两者都将德育与学科教学分离，

这容易使英语教师产生置身事外的想法，认为德育是额外的

弹性工作内容。事实上，英语学科中本就包含着非常丰富的

德育资源。英语教师有义务将德育‘体现’出来，而不是‘渗

透’或‘融入’进去。[7]”道德是学科教育的固有属性，是

在教学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超越学科知识的情感和品质。英语

教师应该努力让教学过程和知识内容所蕴含的德育价值生

发出来。

英语学科德育虽然属于德育的范畴，但是它与一般德育

的内涵有所区别。它并非包罗万象地体现德育的各个要素，

而是在英语学科的教育教学中自然生成或与其学科特征有

着密切联系的德育。依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秉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考高中英语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概念框

架[2][8]，本研究做了收集对比、省略不相关内容、合并意义

相近内容、拆分搭配不恰当内容、增补以对仗工整等工作，

将英语学科包含的德育内容整理成如下表格以供参考：

表一：英语学科德育内容框架

维 度 德 育 要 素

人格品质

明辨是非、坚韧自律、吃苦耐劳、勇于担当、

认真负责、

积极乐观、勤学好问、敢于攀登

生活处事

认识自我（自尊自爱自信、自知自立自强）

健康生活（安全意识、强身健体、规律作息、

合理膳食）

人际交往（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团结友善、

宽容感恩）

遵纪守法（知法守法用法、道德情感、行为规

范）

情绪调适（体验、表达、疏通、管理情绪）

顾全大局（集体主义观、纪律感、荣誉感）

生态文明
爱护环境（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谐共生）

节约资源（绿色节能、抵制浪费、废物利用）

理想信念

国家认同（身份、政治、文化、历史、地理认

同）[9]

人生理想（关联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繁荣富强）

多元视野
文化意识（平等尊重、开放交流、扬弃观念）

共同体意识（各国休戚与共、携手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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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将所得的 22 个德育要素按照“人格品质”、“生

活处事”、“生态文明”、“理想信念”、“多元视野”五

个维度进行归类，其中后四个维度的德育要素与括号中的内

容为包含关系。如：“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团结友善、宽

容感恩”均属于“人际交往”这一德育要素下的内容。由以

上内容可以看出，英语学科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文类学科，

在学科德育领域的是大有可为的。

为实现并拓展学科现有的育人价值，教师做教学设计时

首先要认真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发展的独特价值[10]。只有这

样，教师才能更好地挖掘并利用好学科教学过程中显、隐性

的德育契机。因此，英语课堂中的德育应当是水到渠成、自

然而然的点睛之笔，不应该出现完全脱离文本内容的课堂讨

论。一旦完全脱离，就说明教学中使用的英文文本没有起到

教育作用。“过了头”的学科德育是对学科教学的遮蔽、僭

越，会阻碍学科教学的正常开展与有效达成[11]。因此，师生、

生生互动环节应该是基于文本内容做一定的延伸。我们需要

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反复回看文本，借助其中的文字表达自

己的观点，并以此掌握相关表达方式。

3.2 以交互式学科德育观引导学生自主建构道德

应该用“享用德育”的德育观来引领和探求学科德育发

展的新方向，并依此寻找优化学科德育实践与价值的最佳路

径——“表达式”学科德育[12]。只有当德育的个体享用性功

能得以发挥，个体能从中体验到愉快、满足、幸福，获得某

种精神上的享受[13]，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使学生从他律走向

自律。道德便会成为学生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需要。基于

对“享用德育”和“表达式学科德育”理念的整合与补充，

本研究提出了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观。

3.2.1 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的概念内涵及实施路径

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是一种动态的、具有生命力的英语

学科德育路径。英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学科德育时，充分关

注学生的学情和道德生活，给予学生体验学习、思考判断教

学内容的时间，课内引导并倾听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自由讨

论和表达，课内外以身作则示范言行以供学生模仿，并对学

生非道德的表现予以纠偏。在交互式学科德育的培养下，学

生能够在主观上萌生正向的道德情感。这有利于他们回归生

活走上社会后积极主动的进行自我道德构建，践行道德并真

正享用道德。在此过程中，英语教师不断期许并鼓励学生的

道德言行，以使学生的道德意识获得持续的正向强化。（理

念实施路径如图一）

图一：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路径图

教师的教学只有触及学生的真实生活，使课堂有血有肉，

学生的复杂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才能得到有效的锻炼。交互

式英语学科德育符合学生品德学习的一般过程，能帮助学生

从被动盲目地依从转换到思想态度上的认同，并在一个良性

的德育体系内，最终达成主观情感上的内化。学生能感受到

课堂氛围对个体观念的尊重与期望，愿意积极参与互动并珍

惜对话的机会，会在道德情境中学会思考、判断并做出选择；

英语学科的知识内容具有尊重、包容、理解等鲜明的道德特

质，它们是促进学生成长必不可少的养料。交互式学科德育

的课堂鼓励学生澄清自己道德判断的理由，而不催促他们做

出最终选择。这种教学观超越了为考试而学的动机，也超越

了为名利而学的认识，为学生的道德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

而不是狭小的、自发的而不是压制的道德环境。学生在生活

中学会自我道德构建，在相互交往的真实社会中践行道德。

因此它是一个真正促进思维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品性培养

的过程[14]。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是让学生由内而外地生发对

美好人生的追求，并脚踏实地地去践行努力。交互式英语学

科德育不仅会让学生获得道德和智慧上的长进，更会让英语

课堂成为一段润泽师生生命的道德旅程。

3.2.2 外语教育学原理对本概念和路径的支撑

“交互式英语学科德育路径”的建立依据由如下理论组

成：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

布鲁纳的“支架理论”和“发现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7）提出，个人通过观察、

模仿和强化来学习。班杜拉认为，个人的信念和期望会影响

他们的行为。它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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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我们的行为的。它有助于解释学生如何通过关注英语教

师的言行，尝试自己再现这种行为来发展新的技能和行为。

根据该理论，社会学习分为四个阶段（如图二）：

1)注意：在此阶段，个人必须首先注意他们所观察到的

行为。这需要专注于模型的行为。这应证了两个观察案例中，

英语老师们身为道德模范，以及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去注重观

察带有含义的语言现象的必要性。

2)保持：在此阶段，个人必须记住他们观察到的行为。

这涉及到认知处理和记忆存储。这要求英语教师在进行学科

德育的过程中注重方式方法，让学生对所学内容印象深刻。

3)动作复现：在这个阶段，个体试图重现他们观察到的

行为。这可能涉及到练习和完善行为，直到可以准确地执行

为止。这说明英语学科德育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在教

学中耐心地不断地给学生施加影响，并在必要时给予纠偏。

4)动机：在此阶段，个人必须有理由或动机来执行行为。

这可能包括强化、惩罚、社会认可、反对或其他激励措施。

这说明英语教师通过“期许”、“鼓励”等行为帮助学生建

立“道德情感”的必要性。

图二：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四阶段

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1982）指出，在第二语言习得

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取得成功的许多关键因素应该与学

生的情绪状况有关。根据克拉申（1982，1985）的观点，消

极情绪是通过被动情绪形成的，包括低动机、低自尊和使人

衰弱的焦虑。同样，Rebecca Oxford（1996）也认为，学习

者的情感方面可能是影响语言学习成败的最大因素之一。因

此，英语教师平日里在学生面前的言行就显得极为重要。倘

若学生喜爱、尊重这位英语老师，他们学习和内化知识时的

效率就会更高。此外，英语教师提取英语教学内容并加工是

必要的。只有当学生降低反感、抵触、厌恶等情绪，增加轻

松、愉悦、自由等气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参与课堂。

“支架是指为减少执行某些任务的自由度而采取的步

骤，以便孩子能够集中精力掌握她正在掌握的困难技能”

（Bruner，1978）。布鲁纳和维果茨基一样，强调学习的社

会性质，认为其他人应该通过搭建支架帮助孩子发展技能。

这说明了英语老师将语篇、语言作为工具性的支架，帮助学

生发展品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布鲁纳（1960）提出“发现学习”的概念，认为学生不

应该“以最终形式呈现主题，而是被要求自己组织它……要

求他们自己发现信息项目之间存在的关系”。1961 年，他建

议学习者构建自己的知识，并通过使用编码系统对信息进行

组织和分类来实现这一点。他认为，开发编码系统的最有效

方法是发现它，而不是被老师告知。发现学习的概念意味着

学生为自己构建自己的知识（也称为建构主义方法）。“学

生对主题意义的探究应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最重要内容，直接

影响学生语篇理解的程度、思维发展的水平和语言学习的成

效。[15]”这说明，学生自主培养出的道德行为和情感比教师

强行升华、直接灌输道德知识等方式的效果更好。

3.3 优化师德环境，深化师德情感

广大教师是学科德育的实践主体，没有教师付出的学科

德育是无法落地并生根发芽的。因此，外部环境有必要给予

任课教师一定的情感归属和制度保障。首先，在师德培训模

式上可以尝试交互式创新。培训要展开调研，深入教师的工

作生活，以教师现存的道德需求为基础，开展多样化培训活

动。通过实实在在解决教师困境，增强教师的情感认同，从

而焕活教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内在动力[6]。

此外，师德评价机制改革也应该注重评与导的结合。“高

校教师职业道德的治理机制”指出了师德建设的两个治理主

体和四条治理路径。内在约束和发展机制主要通过教师内炼

自身修养实现，包括自省、自警、自爱、自强等，明确不能

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外在约束和发展机制主要通过政府、

社会、学校的培养、考核、监督、惩处、保障、宣传、表彰

等让教师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心有所望、行有所向[16]。除

层次性和多元性外，师德评价机制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告知评价结果不应是评价活动的终点。评教活动不仅起提醒

的作用，也是多方发现问题，交换经验，并共同解决的机会。



教育研究前沿
第 8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Frontier of Education Research

63

学科教师要实现教师个人身份向教师群体身份的转变。德育

是个复杂的问题，学科教师要在自己与教师群体间建立联络，

更新单打独斗的工作理念，相互启发，集思广益[17]。评价者

和评价对象之间的交流沟通能够启发教师获得自我提升的

路径。通过口头、书面、面谈或分享会等形式的动态交流，

评价活动从一种“单边”活动转变为“多边”活动。这种人

文关怀和精神援助能够激活评价对象在师德建设中的互助

性和主体性[18]。最后，师德评价机制要兼顾全面性。要将教

育行为的动机、手段和效果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评价以保

证公正性和有效性[19]。

4.结语

对学生而言，所经历的每节课不仅是知识层面的学习，

更是获得向上向善的情感体验的生命历程。合乎道德的教学

活动一定会散发道德气息，带给学生道德影响的力量[20]。交

互式英语学科德育路径是对“享用德育”和“表达式学科德

育”的整合与补充。它既符合学生心理上对尊重与交流的需

求，也关注到他们品格尚未发展成熟、需要教师鼓励与纠偏

的事实。它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积极的三观，践行道德并享

用道德；也能促进英语教师转变德育观念、提高专业道德素

养，并最终获得学科德育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因此，学校和

社会应当优化师德培训和评价模式，为英语教师提供交互式

指导和成长环境；英语教师应当基于教育信念，在师生的交

互式言行对话中营造道德文化氛围，赋予课堂教学以生活意

义和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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