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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中，爱国主义逐渐成为融入中
国公民骨子里的东西。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家族文化，刚出生
的娃娃就对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母亲有孺慕之情，从牙牙学语的时
候就被教导什么是家人，什么是亲情。而国家正是由无数个小
家庭组成的。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
线，所以公民要建立民族自豪感，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最重要
最基本的意义。

1　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
明确相关概念对任何一项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且是必不可缺

的一环，因为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没有清晰的概念，
就不能进行准确地研究工作，所以为了更好地探析新时代中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弄懂相关概念是十分有必要的，尤其是“什么是爱国
主义”这一概念，是探析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

1.1爱国主义的概念解读
一般来说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

的态度”，但其具体内涵在不同书籍和文件中的表述有所不同。在
《爱国主义教育辞典》中，爱国主义被解释为“对祖国的忠诚和热
爱”，辞典修订版中认为爱国主义是“凡事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前提
的政治主张，且此种思想容易激起人民的爱国思想因此也称为

‘国家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出：“爱国主
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
力。”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否具有爱国主
义对于该国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2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
（1）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一个国家的国土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公民要坚决捍卫祖国的国土安全，就像新闻
中常说的“中国一点也不能少”。国民要爱护祖国的大好河山，祖
国的大好河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古至今
的发展轨迹，记录了无数英雄伟绩，是天然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2）爱自己的骨肉同胞
是否热爱自己的骨肉同胞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国民对民族利益

共同体是否认同，中国是一个主张集体主义的国家，倡导集体利
益高于个人利益，只有先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才能真正地热爱自
己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是否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国民是否爱国的
试金石。

（3）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且是唯一一个没有历史断层的国家，毫无疑问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这种底蕴就像是一条长河，从远古滋养着中国到现在再到
未来，因此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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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倡爱国主义必须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4 ）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国家是上面所有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爱自己的

国家才会热爱这个国家的大好河山、骨肉同胞和灿烂文化，这也
是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根本的内容。

1.3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而民族精神是以爱
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因此要想实现四个伟大必须培养公民的爱国
主义，正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也就是指公民的民族认同感，
可以说没有爱国主义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人生下来就如
一张张白纸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展现出不同的光彩。在中华民族上下
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祖国今日
的繁荣昌盛，但对于有幸生于当代的中学生来说，那些故事太过于
遥远，甚至会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因此毫无敬畏之心，对国家归属
感不强，所以加强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他们学
会以国家为荣，以国家利益为荣，才会懂得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生
活，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格局，有大义的人。

2　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考证
随着国家对于爱国主义的重视逐渐加深，对于中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也逐渐被提上日程，且已经采取了一定有效的措施，
但由于重视时间较短、中学生这个学生群体较为特殊，因此现存
的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法还存在一些问题。

2.1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取得的成绩
（1）课程比重增加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永恒的话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也

不会放松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
直接的途径就是思政课，近些年我国一直在提升思政课在教育
中的地位，从原来只注重“思政课程”到如今提出的“课程思
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时，让学
生接受更多更好有利于塑造正确价值观的思想，尤其是爱国主
义思想，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
梦打下精神基础[1 ]。

（2）仪式氛围变浓
我国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公民爱国主义意识，在重

大纪念日积极组织纪念活动，甚至为纪念日制定节假日。如2015
年9月3日是我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官方把那一天命名为
胜利日并把其设为法定假日，在当天还组织了大阅兵活动，向国
人和世界展示70年后中国的强大，包括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跨越
两个甲子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对比图，这些场景无一不在激发
中学生的国家自豪感及民族认同感，从而使其更加热爱自己的祖
国。学校方面也会定期组织相关活动从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如所有学校每周一都会定期举行升旗仪式。国旗



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非常严肃神圣的存在，当国旗升起国歌
奏响的场合，一定是严肃的，是我们中华儿女必须尊敬的。定
期举行升旗仪式，让中学生从国旗中感受到国家的含义和国家当
前的安宁是由无数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必须珍惜、热爱我
们的祖国。

（3 ）娱乐熏陶加深
众所周知，歌曲是现代国家传递爱国主义精神、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媒介，在我国流传着大量爱国歌曲，这些
歌曲汲取了基于爱国主义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集聚力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这首
歌曲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身边的人
都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民族自豪感和安全感，不
断撩拨着观众脑海中爱国主义那根弦。

2.2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1 ）课程深度、广度不够
我国虽然已经开始重视思政课程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作用，

但由于中学生还要面临对自己人生意义重大的考试，且思政课也
是其中的一门考试课，造成老师和学生们不得不把大量的课堂时
间花费在知识讲授和学习上，把思政课变成一门为了单纯应付考
试的课程，信奉成绩才是王道，忽视了思政课程的实践意义。
且由于思政课成绩所占总成绩比重不高，造成重视程度不足、
课程时长较短的结果，因此现在中学生思政课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广度和深度离预期的效果还相差甚远。

（2 ）教育空洞，偏离实际
提起爱国主义教育，很多中学老师第一时间想起的都是那些

为了保家卫国奋不顾身、出生入死的民族英雄故事素材，这些
故事对于生活在积贫积弱年代的国人来说很有代入感，会达到极
好的教育效果。但是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国家足够强大的新时代
中国中学生来说，这些故事离他们的生活太过遥远，他们无法
理解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更别提对其感同身受，所以用这些
故事对新时代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太过空洞，偏离中学生的
生活实际，从而导致许多中学教师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很难开展，
教育目标和结果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对于新时代中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应该是通过体验来增强他们对于国家和爱
国的意识，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3 ）素材落后，脱离时代
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社会已经以势不可挡地步伐迈入信息

时代，信息更迭的速度相比原来成倍加快，中学生每天被大量
新鲜的信息包围。但与之相比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教育素材还是
教育形式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当今时代脱节、对新时代中
学生的吸引力不强，无法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抵触爱国
主义教育，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相关内容[2]。

2.3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1 ）外来文化侵蚀
随着世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

中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否
认这些现象给新时代中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很多便利，使他们
可以便捷地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吸收更多的文化，但这
些特点也决定了中学生所接收的信息大都是碎片化的，且质量良
莠不齐。当代中学生吃美国快餐、看日本动漫、追韩国明星、
过西方节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外来文化逐渐侵蚀中学生的身
心，更可怕的是当代中学生认为这样才是正常的，这对爱国主
义教育的开展极为不利[3]。

（2 ）形式主义盛行
部分中学教师还是习惯教育为考试服务的理念，不重视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但由于国家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不
断加深，教育部门会下发相关任务，如组织学生观看相关视频

时，这部分中学老师会认为这种活动是无意义的、是在浪费学
生的学习时间，因此他们选择组织学生拍张照片应付上级检查，
然后接着上课。这种形式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中学生爱国主义
教育的开展。

（3 ）部分教师失职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较

高，不仅仅要求教师传授相关知识，还需要重视对学生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熏陶。在传授知识方面，爱国主义教育要求教师与
时俱进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素材，但部分教师还是主张

“一课讲百遍，讲义永不变”的原则；在情感价值价值观方
面，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学生，但部分教师道德失职，
不但无法树立榜样的作用，反而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4]。

3　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选择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找出现存的问题及

问题出现的原因后，各个教育主体应该及时选择有效的对策解决
问题。

3.1国家方面——法治保障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了把爱国主义教育纳

入法治保障的新观点，国家用法治保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
增加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有利于提高爱国主义教育
效率，也会为新时代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指明方向，深刻打击
那些散布不实言论，削弱阻碍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不怀好意的不轨
分子，从顶层提高新时代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

3.2学校方面——以小见大
和平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更加贴近当前的生活，以小见

大。学校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宣传通俗易懂的爱国主义教育，
还可以开展相关辩论会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明白什么是
真正的有利于国家的行为，让学生明白个人和集体是分不开的，
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要具有集体利益观，为集
体出谋划策添砖增瓦，在维护自已形象的同时也注重集体的形
象，维护中华民族对内对外的形象。虽然中学生能做的不多，
但恰恰是小事见真章，从自己做起、以小见大就是爱国。

3.3教师方面——理智爱国
教师在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注意引导中学生树立

正确的爱国观，理智爱国。因为中学生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年
龄阶段，该年龄段的学生较为冲动，情绪极易被身边的事物所
影响。因此教师一定要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观理智爱国，
避免出现极端爱国主义。

3.4家长方面——启发感情
家校共育是新时代教育比较重视的部分，原来有些学者提出

过“5+2=0”的概念，具体是说教师在学校努力了五天但周末回家
后这一周的教育效果就变为虚无，因此家庭影响对于教育效果十分
重要，爱国主义教育也不例外。家长可以在节假日多领孩子出去游
玩领略祖国山河之美；或者在陪伴孩子玩耍时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
情感，如在陪男同学看奥运会时，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告诉孩子这面
旗帜代表的意义，从而帮助孩子树立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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