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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要求思想政治课要深化爱国教育。高中思想政

治课是培养高中生爱国情感的主要课程，国家政策导向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

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并结合高中实际，本文针对爱国主义教育与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关系作出阐述，

基于爱国主义教育视角指出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教学案例探讨高中思想

政治课教学内容的优化策略，以此来实现对高中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达成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以期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提供参考借鉴，从而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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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revised in 2020) 
require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deepen patriotic educatio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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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the main courses to cultivate patriotic emotion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integrates patriotism education into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Based on literature re-
view and actual high school practic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explor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by combining teaching cases, 
so as to achieve patriotic educa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chieve core competenc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in high schools,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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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1 月，国家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爱国主义教育

方针，将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再次提上日程[1]。思想政治课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关注核心素养，

全面强化爱国教育，是培养高中生爱国情感的主要场所，加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中的爱国主义教

育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随之改变。例如，网络世界的丰富、利己主义的思

潮，淡化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其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发挥高中思想政治课特殊德育功能的必然要求。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探究，利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再次强化，更好贯彻“立德树人”

这一根本问题。此外，高中生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他们肩负祖国繁荣强大之重任，未来的时代应由

这一代人书写。因此，根据高中生心理发展的特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必要的。 

2. 爱国主义教育与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 

在《纲要》中，从以下八个方面概括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1]。第一，思想先行，发扬先进思

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二，梦想引领，同创“中国梦”，共塑“个人梦”，要

明确祖国与每个人之间命运的联结。第三是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要引导人们充分了解国情，了解是

认同的前提。第四是弘扬民族精神，并为其注入时代内涵。伟大的抗疫精神就是当下时代精神的生动写

照。第五是历史教育，从各个时段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如党史、国史、改革史、开放史。今年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可以此为机遇，发挥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独特性作用。了解历

史，既能够照亮现实，也能点亮未来。第六，文化塑人，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丢、不能弃、不能忘。第七，

团结教育。只有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大环境中，个人才能安定，这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第八是国

家安全与国防教育。我们虽处在和平年代，但要引导人们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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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有之义。 
爱国主义教育有多种渠道，在《纲要》中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强调，课堂教学是主要渠道，

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有内在的统一性。在校园中，思想

政治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战场。高中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们的

道德认知、情感体验越来越辩证，爱国主义的情感也越来越复杂。针对高中生这一受教育对象的心理和

认知等特点，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学内容应该不断优化和完善，利用高中思想政治课这一形式

对高中生实施的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活动。 

3. 爱国主义教育视角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下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内容多样，生动活泼。但在实际的思想政治课堂中，存在只注重理

论教学和应试教育的现象，教师往往对教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把握不足，教学内容枯燥，知识结构

单一，缺少深度挖掘，脱离生活，无法将教学内容为生活所用，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大量死记硬背的内

容，大大削弱了课程本身的育人功能，不利于学生爱国情感的培养和正确三观的树立。 

3.1. 对形式和内容关系把握不足 

教学内容与形式是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缺少形式，内容无法更好的呈现；内容匮乏，形式

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二者在本质上，就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 
一方面认为“怎么教”比“教什么”更重要。笔者在见习中真实感受到了“形式大于内容”这一问

题的存在，部分教师认为“课改”就是要转变教学方式，但绝对不是转变了教学方式就是课改。笔者在

观摩黄州某中学教师示范课中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整节课四十分钟，授课教师讲述《价值与价值

观》这一框题，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三次大规模讨论，占据了大部分的课程时间，看似“热烈”，但教师

缺乏对教材知识的深度讲解，更谈不上通过知识认同深化为学生爱国情感的认同。过分强调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然而就背离了教育教学的方向，只在招式上做文章，却没有深入思考真正要“教什么”，这是

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忽视了教学形式的重要性，即忽视了“怎么教”的问题。在真

实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无法将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截然分开，不同的内容对应各异的形式。在教育过程中，

如果课堂当中的各个要素无法有序串联，便无法确保教学内容的有效传输，更无法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这两种错误导向都未能正确把握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关系，无法将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真正落地生根。 

3.2. 对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不够 

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围绕一定的教学内容而展开的，这是开展教学的根基和关键。在开展爱国教

育过程中，教学内容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教学目标能否实现。在真实的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对爱国主

义教育的内容深度挖掘不够，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教学内容随意、零散，缺乏系统性。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缺乏自主性和系统性，

部分政治教师在课堂中习惯于泛泛而谈，缺少内容的深度挖掘和系统梳理，课堂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往往

是空洞的或是口头随意的表达；二是政治课程未能与其他课程形成合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往往只专注于

政治教材，但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单线条的，不能仅仅依靠某一学科完成[2]。政治教师缺乏对“大思想

政治课”的理解和运用，教师知识结构固化，知识面相对狭窄，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接触不多，甚至完全

不了解，难以实现各门课程的融合与贯通。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教育的本质并未改变，都能为爱国主

义教育注入活力；三是对教材内容的挖掘和拓展不足。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政治教师拘泥于教材，缺少

对相关背景知识的讲解及横向、纵向的比较，缺乏对教材知识的追溯和延伸。例如，必修二《经济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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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教师往往缺少古今中外的对比，无法拓展学生的视野，也难以帮

助学生从对比和变化中真正体会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特色与进步之处，难以与学生共情。 

3.3. 内容与生活场景的结合不强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这进一步要求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扭

转内容与生活脱离的现况，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现有的及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实践场景。在高中思想政

治教学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往往流于口号、标语，与生活场景的结合度不高，教学内容“伟大、

光荣、正确”，缺少生活中的榜样，缺乏模仿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部分思想政治教师容易出现机械、简单地回避生活中的负面信息这

一问题，未能将生活中的“负面”素材发挥其“正能量”的教育作用。在实际的政治教学中，大部分教

师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负能量”，往往会回避，或有意减轻其在课堂教学内容中所占的比例；也有少部

分教师会有意放大生活中的“负能量”素材，未能恰当拿捏这个“度”成为教学内容选择中的一个困境。

同时，在教学内容与生活场景的结合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两种

倾向，这些问题不利于帮助学生感受最真实的生活，难以帮助学生对社会产生理性的认知，不利于爱国

情感的增进和爱国行为的养成。 

4. 爱国主义教育视角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优化对策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必须要持续优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要

不断拓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处理好教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吃透政治教材，拓展课程资源，捕捉

生活中的教育线索，切实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性与生活性。 

4.1. 优化二者关系，重视内容根基作用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要求思想政治课做到“课程内容活动化”、“活动内容课程化”[3]。教学的

形式与内容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教学理论上，都是辩证统一的，也必然走向统一，关键问题在于不断

优化二者关系，克服错误观念，使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形成合力。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必须重视教学内容的根基作用，坚持“内容为王”，否则就容易变成舍本

逐末。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深入分析课程标准，强化对教材的解读。一是要整体解读，高屋建瓴，从顶

层把握；二是单元解读，领会单元的内在逻辑及关键问题，包括对单元综合探究的解读和运用；三是框

题解读，包括教材中的引言、正文、名词点击、专家点评、插图、案例、思考问题、名人名言等，都对

教学内容的填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师要“与课标对话”、“与文本对话”、“与学生对

话”、“与时代对话”，要深入分析“教材说了什么”、“教材为何这么说”、“教材还能够说些什么”

等问题，只有充分解读教材，才能更好处理教学内容。 
深度剖析教材、优化教学内容后，接下来就是要注重加强和改进教学形式，探索“如何教”、“为

什么教这些”、“为什么这么教”等问题，要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听得进去

才能接受，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课堂的积极性。例如，在必修四《哲学与文化》模块中，可运用黄冈

本土案例，包括湖北黄梅戏、大别山精神、革命文化等，运用可观、可感、可思的教学形式，激活优秀

文化基因，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

信。爱我们的祖国，就是要爱我国五千多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去理解和感悟在新的历史方位中

如何将其继承、弘扬、创新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师要以教学内容为根基，不断丰富教学形式，线上线下多渠道、课内课外多举措、

理论实践多方式，增强双向互动，调动学生的创新活力，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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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吃透政治教材，深度拓展课程资源 

综合性是高中思想政治学科内容的一大特点。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师要打开思路，

吃透政治教材，深度拓展课程资源，形成系统化的教育内挖掘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及内容，以增

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可行性和操作性[4]。 
必修三《政治与法治》有三个单元，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全面依法

治国。爱国主义教育与教材内容一脉相通，相辅相成。通过三个单元的学习，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法治，明确政治生活中各主体间的作用与关系。因此，在《政治与法治》教

学过程中，最基本的就是让学生理解、掌握相关政治常识和法治知识，在知识学习中增强政治认同，增

进爱国情感。以《政治与法治》第二单元为例，通过对国体的讲解，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身处的国家。以

美国大选为例，通过中美之间民主的比较，帮助学生真正感受到我国的民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

道路的，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通过学习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尤

其是引导学生关注国际国内事务，培养主人翁精神，从日常生活小事中感受我国的政治生态，增强法治

意识和公共参与，进而引导学生的爱国主义行为。 
此外，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树立“大思想政治课”的理念，实现政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同频

共振。例如，在历史学科中，教师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梳理，更好帮助学生理解《政治与法治》

第一课的相关知识，运用历史知识进而增强了教学内容的说服力。学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和热爱，往往

是先从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认识出发的。例如，在地理学科中，我国的疆土、资源、地貌、文化风俗等，

可与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的教学内容相联系，帮助学生感受到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祖国。通过对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重塑爱国主义的文化认同根基，让学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

全面的中国，树立建设好伟大祖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形成立体的、建构的、有美感的爱国主义教育。 

4.3. 依托生活视角，捕捉相关教育线索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实施具有实践性。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师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知

识性与生活性的关系，教学内容的选择和配置要突出实践性的特点，凸出学科核心素养与爱国主义教育

的任务。 
第一，选择生活化榜样。榜样的树立在教育教学中至关重要，榜样是资源、是旗帜，代表着方向，

也凝聚着力量。教师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应当选择生活化的榜样，或许他们没有那么“高大”，但在平凡

的小事中同样孕育着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精神，越是细微处，越能打动学生的内心世界，也更具有模仿

性和操作性。例如，在讲解“必修四”关于“价值选择”的知识点时，教师可结合时代背景，选取在抗

击疫情中贡献力量的平凡故事，可以是火神山医院的一名施工工人，亦或是身边的一位社区民警、白衣

护士等等，越是平凡且细节，越能波动人心。思想政治教师也可以以学生心中的偶像为抓手，将偶像们

的流行歌曲纳入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例如，易烊千玺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有我》、张杰

的《少年中国说》、李宇春的《少年中国》等。偶像明星热心公益事业的义举、为梦想奋斗的不服输历

程，也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补充题材，利用学生对偶像的崇拜，进一步深化学生内心的家国情怀，

增强学生为梦想奋斗、为祖国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拼搏精神和责任意识。 
第二，坚持多元化教学内容。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异彩纷呈的，大到可以容纳国际政治、航

天科技、世界杯、地区冲突、全球治理，小到生活中的购物消费、言论自由、网络舆论、影视作品等等。

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在依据教材的同时，又要不拘泥于教材，在克服说教式、成人化倾向的同时，表达

明确的立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活气息[5]。例如，在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的教学中，可寻找生活

中充满智慧、蕴含哲理的小故事，帮助学生感悟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学生从哲学高度理解爱国主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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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信仰在学生心中萌芽、成长。 
第三，善用生活中的负面素材。思想政治教师要善用生活中的负面素材，而不是一味的回避或弱化。

“美”与“丑”相互衬托，相对应而存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也是如此，在双方的互衬下，“正

能量”会更具力量。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思想政治教师要善于通过正反的强烈对比，发挥负面素材的

反衬力量来打邪气、树正气。例如，在讲述《政治与法治》党和政府的相关内容时，教师不应当简单回

避现实生活中不好的一面，而应当理性解读其产生的原因，认真分析，并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处理，切不

可用简单的“对”或“错”，“该做”与“不该做”来评判，真正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的多面性，打开学

生的内心世界，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驱动力。总之，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思想政治教师

要依托生活视角，善于捕捉教育线索，实现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5. 结语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培养高中生爱国情感的主阵地，教师通过挖掘与爱国教育相契合的素材、寻找课

堂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契机、扩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有利于达成思想政

治课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

命，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增进学生政治认同感，是培育高中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也是推进

新课程标准的需要随着时代发展的不断深入[6]。尤其是在全球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更加

迫切且必要。思想政治课是高中生接收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思想政治教学中的爱国主

义教育是每一位政治教师的职责与目标。本研究从优化教学内容方面提出针对性优化办法，以解决高中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笔者将以本次研究为契机，努力把此次

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实践之中，继续反思并不断探索，进一步完善并优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中的

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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