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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视角下小学生“民族自豪感”培养的重要性
及其培养方法

项雨馨　倪瑾钰　王　娜　张　欣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人才培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而如何培养出符合

新时代所需要的“时代新人”，则是当代德育工作所面对的重要

课题。小学生正处于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在《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所提及将“课程育人”作为德育主要实施

途径之一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总结出了在德育中培

育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实际意义和主要途径，希望能够对小学生

价值观念的建立形成正确的指导，使小学生建立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以及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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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如今，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事业在不断推进，德育教育在实

践中逐渐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与关注，并将对小学生的德育教

育渗透到具体的教学实践工作中。而将民族自豪感融入到小学德

育教育实践中，能够对小学生价值观念的建立形成正确的指导，

使小学生建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族自豪感。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当今的社会，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

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很多人都被自己的私利所驱动，他

们无视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甚至做出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在小学德育教育的实践过程

中，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其中，可以对小学生价值观的树立起正

确的引导作用，让小学生树立起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主动

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在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小

学生们会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

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并在将来的日子里，愿意为祖国的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可以弥补当前对德育实践单一化片面化

的不足，扩充了实践领域的内容，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二、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研究内容、方法及不足

（一）研究内容

本文对当前德育现状进行分析，以培育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为核心，培育的意义以及相应的培育路径展开研究。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围绕本文课题，多渠道，多方法查找相关资料，

通过梳理国内相应的培育理念以及做法，运用科学的分析和框架，

明晰现状，发现其存在的不足。该方法主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的框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相应

基础。案例分析法：对于教育的相关研究与实践，离不开深入到

案例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搜集与研究，在其可取

与不足之处及成因进行剖析，能够在具体的场景中更好的认识和

把握理论，从而深化研究落实到具体实践领域。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国内的研究领域对于学生内心如何产生爱国情怀的研究还是

比较匮乏的，不可否认，只对学生灌输思想的效果可见一斑，培

养学生内心“民族自豪感”便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探究思路。

三、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意义

德育视角下小学生民族自豪感是培育符合新时代所需要的“时

代新人”所必须要的。老师是学生在人生道路上的引导者，老师

的人格品质、人生观、价值观将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老师

应该时刻把正能量传递给学生。身为教师，我们需要为复兴民族

出一份力，要教育儿童爱国，再教导他们如何为祖国出力。当今

社会教育确实还存在不公平，有一些学困生对书籍厌倦并对现代

教育体制与社会的腐朽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的现象并不少见，正

因如此，我们更要教导好孩子正确的去看待，用德育人，培养孩

子的民族自豪感，而不是任由孩子发表对国家的不满言论。

对于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来说，国家荣誉也是一种重

要的精神力量。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

设等各个领域，都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和底蕴，

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

断地注入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更加深远的

意义。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文化思潮的渗透。中国的传统文

化具有独特的特征，其中，“艰苦奋斗”“爱国主义”等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

要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在新时

代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的民族骄傲和骄傲将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

充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期，也是一个新的时期，也是一个新

的时期。在广大的社会实践中，民族骄傲将得到充分的体现，而

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正是培养民族骄傲必须抓住的一个重要时期。

用新时代的楷模来鼓舞人们的斗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没有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在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民

族自豪感的培养，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强

的情感依托。民族骄傲与历史交汇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意味着，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意识的培养和意识形态的引导时，要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对民族骄傲的培养和引导上，这是目前学生思想教育中

的重点和难点。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中，或者说在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培

养的过程中，许多教师都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培养，

但是这种培养往往是松散的，没有系统性。从总体上的教学效果

和指导情况来看，大多数学生对于国家自尊和自豪感的认识都比

较模糊。因此，在小学教学中，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自己的民族

自信，是学校教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在小学学校教学活动中，德育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它对小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培养起到积极的影响，提高了小

学生的个人素质，这对于学生自己的未来发展起着必不可少的作

用。学生的个人发展以个人素养为基石，辅以知识技能，若是个

人素养低下，基石不劳，如何安稳学习以实现个人发展 ?

在德育过程中培育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形成。民族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是精神源泉，人不能

没有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在维护国家安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此外还能推动国家文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拥有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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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能激励人们的斗志，克服困难险阻，它是一种激励人民为

国家的伟大事业和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小到能够实现自己

的理想信念大到可以维护社会、国家利益。

当今社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起着主要和引导的作用。康德曾经说过：“世界上能使人惊奇和敬

畏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头上灿烂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崇高的道

德法则。”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更高层次的价值理念，

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化浪潮中，坚持民族精神独立，挺起民族精神

的脊梁。因此需要向学生教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培育学生

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时纠正学生盲目追随、相信外国文化，将我国

的优秀文化在德育中教授下去，培养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四、解决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养成问题

中华民族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要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树立民族的自信。而在对学生进行

德育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使其能够更好

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强的情感依托。与此同时，在中华

的历史上，也出现了无数的英雄，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牺牲自己，

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戚继光、赵一曼等民族英雄不是白白牺牲

的，我们必须向学生讲述民族英雄故事，让民族自豪感烙入心间。

重视德育教学工作，提升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加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予以着手加强改善。

（一）营造民族文化氛围，让德育工作深入校园生活

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小学生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

击。学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通常都是从网络上获得的，而西方

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对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是不利的。

针对某些小学生盲目跟风，崇拜外国文化的情况，我们要积

极纠正，积极引导，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有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

有令无数老外为之着迷的京剧国粹，有令全世界人民为之倾倒的

中国料理……老师要通过诵读经典，开展主题班队会等，将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道德教育之中，使他们认识到我国悠久的

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形态，建立起文化自信，增强他们的民族

自豪感，将民族文化之根，爱国之魂，植入他们的心中。老师要

善于将这些传统节日文化与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传统

节日的庆祝活动、学生社团活动、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等形式，使

学生对我国传统更深的认识，从而对我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利用学校连廊的宣传栏、墙面的挂画、校园内的橱窗等开展

系列德育宣传工作。比如：中华民族精神、优秀的中国古代思想

文化、颐和园、圆明园等世界著名建筑艺术，以及各少数民族的

传统文化等方面。另外，学校可以在每周的周五举办关于爱国主

义方面的演讲、征文或者爱国主义教育的讲座等，通过这样一系

列活动，让学生融入爱国主义浓厚的氛围中，带动每一位学生的

参与性，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二）在德育学科教学中渗透民族自豪感

在相关德育课程上，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其中，把教学与育

人结合起来，把中华文化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的实践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例如，在思想道德课程的教育与教学中，渗透着对时事政治

问题的讨论，让小学生了解事实，将课程知识与实际结合，从而

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培育一批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祖国花朵。

1935 年的 9 月，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始业式”上，连续

向学生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中国人吗？”第二个“你

爱中国吗？”第三个“你愿意中国好吗？”校长的这三个问题，

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发问。回顾历史，经历了牺牲、流血等

生死考验，看向现在，展望未来，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将它传

承下去，才能让我们的祖国乘风破浪，继续向前。2019 年，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对张伯苓提出的“南开三问”赞不绝口。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的道路上布满了坎坷，但今天，我们的国

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他们带着对国家

的深切热爱，他们的强烈爱国热情，他们的中国精神，他们的精

神凝聚起了磅礴力量。

（三）有针对性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必要

性不言而喻。中小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对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升其民族自豪感自然

极为重要。

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活动。要进一步充实和扩大爱国主义教育课外实践的范围，要积

极组织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活动。学校要主动担负

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的职责，不能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活动仅限于校园，要积极组织学生参观红色纪念馆、中小学公益

活动等校外爱国主义教育实践领域的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提

高学生的社会实践参与程度。使学生学习思考、判断，通过参加社

会实践，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学校和教师也要积极为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

到日常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这也是学校和教师应该努力做好的一件

事情。这样做，就是在让学生们觉得，原来自己也是可以为社会建

设做出一些贡献的，这就会激发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学校还要根

据历史交叉阶段的特征，邀请一些优秀青年们，向学生们讲述他们

的光辉事迹。在讲这些故事时，教师要让学生们看到，这些故事不

仅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通过这

些故事，也能让学生们明白，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和精神。正是这些优秀品质和

精神激励着他们，才能让他们如此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在历史交汇时期，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和自豪，就必须创

新机制和方法，使学生在中华文化中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依靠。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从精神力量的角度来看，

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中国人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加强对

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教育，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们继续探索新的策略、新的方法，总

结出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将民族自豪深深地植根于学生的心灵，

并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将其转化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从而对

学生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

在历史交汇期，中华民族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自豪感从

精神力量角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推动力。在新时期，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要不断创新机制、方法，让学

生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找到精神依托。爱国教育在小学道德教育中

的建设和实施，可以说是一条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道路，其中最

有效和持续的方法就是培养学生的“中国骄傲”，只有个人的志

愿精神，才能真正决定一个人的成长。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让学

生自愿为中华之崛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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