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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一观点，也指出小学教师要利用

好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因此，在当今社会，作为小学教师，我们

需要针对7~12岁小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爱国主义培养教育活动，以引导小学生从小树立

爱国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小学生初步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本文主要针对爱国主义教育对小学

教育的意义和其实施途径展开探讨，确保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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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pa-
triotic education should start from children, and also points out tha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to integrate patriotic educati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5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56
https://www.hanspub.org/


黎殷涵，马天羽 
 

 

DOI: 10.12677/ae.2023.134256 1615 教育进展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refore, in today’s society, a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e 
need to carry out planned, organized and purposeful patriotism education activiti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2, in order to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from child-
hood and implicitly cultivate their initial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prid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its imple-
mentation ways to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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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指出了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文件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激发新时代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爱国主义精神，也能让爱国主义精

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动力，使学生形成更加明确的家国观念以及更加坚定的爱国信念。但由于小学生尚

未形成正确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所以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小学教育教学中，让小学生从教材中、

活动中理解爱国主义内涵，体会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

是新时代加强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1]。在指导纲要及法规文件的影响下，如何发挥爱国主义

精神在小学课程建设中的作用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大批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小学课程

建设。 

2. 在小学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1) 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小学生了解到祖国的伟大历史、

优秀文化和深厚底蕴，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的情感。 
2) 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小学生从小就认识到祖国和人民的

利益与自己息息相关，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激发他们为祖国和人民的发展献力献策的热情。 
3) 有利于增强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感。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小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处的

民族和文化，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促进他们的文化自信和自我价值感的建立。 
4) 有利于培养小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小学生认识到热爱祖国是一种正确的价值

观，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同时也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

为习惯。 
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将爱国主义融入小学教学是十

分必要的，这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有爱国情怀、文化自信和责任担

当的新时代公民[2]。 

3. 在小学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 

即使国家越来越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落地，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很多小学生仍对对革命烈士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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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知，所以小学生还是缺乏一定的爱国主义认知[3]。部分教师也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此，如何在

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下提出三点建设意见。 

3.1. 转变教学模式，避免因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模式而导致的学生厌倦感 

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仍停留在表面，随意性较强，使得小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更不适应爱国主义教学的

特点。因此，在推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紧扣时代主题，创新教学方式，营造积极

向上的教育氛围，并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创造更加适合他们的话语体系，让小学生在活跃舒适

的教学氛围中感受爱国主义情感，拉近他们与“爱国主义”之间的距离，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3.2. 教师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目标 

作为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执行者和研究者，小学教师必须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自身的爱国

主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因此，教师应该要加强对自身的爱国主义教

育，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教学中用高尚的人生追求影响教育学

生，这也是搞好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和保证。同时，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对于开展有效的

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至关重要。如果连教师都不能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目标，那么爱国主义教育将注

定失败。 

3.3. 注重发挥语文教学主阵地作用 

学校既是学生成长的摇篮，又是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主要阵地。而语文学科作为小学阶段的基础课

程，除了表面的语言和文字之外，更多的是要向学生们传达的是国家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它具有自

己独特的人文知识的传承和思想教育的优点。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渗透显得特别

重要[3]。 

3.3.1. 运用感情朗读的方式渗透爱国主义 
朗读，既是一种语文教学方式，又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在课堂上，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情感，

高声朗诵，更能引起他们对文本的情感共鸣。在教授《为人民服务》这篇课文时，可以让小学生齐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
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通过朗读这段话，可以使学生初步体味到伟人毛

泽东对张思德同志品德的高度赞扬，以及对什么是“有意义的死”的初步认识。其次，可以让学生分组

朗读课文，通过一遍遍激情昂扬的语言熏陶，使学生感同伟人心迹，从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去感受英雄人

物的爱国激情。 

3.3.2. 把握文章主旨，理解爱国主义 
1) 为学生适当扩充文章写作背景及人物知识，使学生的了解更加深入 
首先，以《为人民服务》这为例，是六年级下册的第四篇课文，也就意味着学生有了一定的自学能

力，因此，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独立思考，但也要补充一些写作的背景知识，否则学生很难体味其中蕴

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教师必须告诉学生，这是毛泽东主席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

上所作的演讲，而张思德同志于 1933 年加入红军队伍，期间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于中央警备团担

任战士，但却在 1944 年不幸牺牲于炭窑崩塌。同年 9 月 8 日，中央警备团为其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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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会上发表了这篇《为人民服务》。倘若不告诉学生张思德的事迹，那么即使这篇文章写得再慷慨激

昂，爱国主义气息再浓厚，学生也并不能理解文章中的革命人生观，也就不能明白什么是“爱国主义”。 
2) 抓住关键句、词、字进行教学 
抓住关键句、词、字，并且不断提问，让学生自己发现文章爱国主义主旨，比直接给小学生灌输所

谓的爱国教育思想，更能让学生完成情感上的递进与升华，从而让他们初步建立家国情怀的意识。 

3.3.3. 小组讨论，升华爱国主义情感 
在上完课后，学生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对于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此时还需引导学生说出他们

的真实感受，教师可以借此机会提问。 
在此环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再让学生进行回答，以此集思广益。同时，在

提问时也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更要让学生结合爱国主义精神与实际来进行

回答。以此，让爱国主义情怀不在虚无缥缈，而是落在实处。 

3.4. 不断更新爱国主义精神内核 

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内涵，以适应新时代的

要求[4]。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小学教师需要让小学生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其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小学教师也需要把握时代主题，引导广大小学

生认识到中国梦的本质和内涵，培养他们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意识。这不仅需要小学生对

祖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有深刻的了解，还需要他们有勇于担当、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用实际行

动来展示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再者，在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时，教师也要积极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包括互

联网和自媒体平台等，来丰富教育内容和方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爱国主义的内涵和意义[5]。同时，

我们也需要培养小学生关注国际问题的兴趣，让他们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平等宽容的心

态看待不同的文化和人民，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华民族的大国情怀。 

4. 总结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也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需要广大小学教师的不懈努力。小

学教师不仅需要为小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实用和有趣的教育资源，也要积极改变教学模式，更要加强自

身修养，在课堂教学中引导他们树立热爱祖国、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价值观，让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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