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2019 年第 1 卷第 3 期 育人不倦

论新时代青少年爱国情怀的培养策略
陈联祥

（重庆市忠县三汇中学，重庆 404311）

摘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爱国主义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怀，是国民教育的

重要内容，必须让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并将之作为永恒的教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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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一）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

内容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

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或公民层面的基本要求，

是全社会所有公民应该坚守和秉持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价值取

向。其中“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整个链条的逻

辑起点，“没有强的国，哪有富的家？”爱国是一个人的最基本

的归属感，没有爱国情愫——最基本的归属感，敬业、诚信、友

善就失去了基本目标和基本依托，就失去了基本的原生动力。

（二）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是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

要任务之一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深入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中国革

命传统教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

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和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由此可见，热爱祖国是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精神世界的主流

之一，是公民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

二、我校学生的现状

目前，我国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 3.67 亿。他们是否有

爱国情怀，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

民族命运。由此，加强爱国情怀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校创办于 1945 年，是一所农村完中。学校招生区域主要面

对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招生批次也是在第三批录取，所以学生

年龄在 12-18 周岁阶段，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他

们本身学习习惯差，法律观念淡薄，自制自理能力差，理想信念

不强，再加上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辨别是非能

力不强，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容易受社会不良思想倾向的侵蚀。

因此，学校必须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面

对的新情况、新理由，切实加强引导，改善思想教育工作，增强

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的有效策略　

面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我校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结

合学校不同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情怀的培养教育。

（一）以校园文化建设为着手点，让校园坏境育人化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既是一个传统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新

课题，它涉及的方面广、内容多，采取的形式活、路子宽。我校

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契机，着力营造祖国不断强盛的氛围，实

施了“五个一”工程：一是班级有班训、有板报、有誓词；二是

学校有校训、有板报、有橱窗、有展板、有标语；三是校园网络

要有关爱国的醒目字眼；四是校园之声每天要播一篇爱国的文章；

五是每天各班诵读班级誓词，合唱一首爱国歌曲。这样校园不仅

有活力，更让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二）以主题教育为着眼点，让爱国主义教育全面化

学生的思想教育是全面而具体的，学校针对当前的学生素质

和实际情况，本着专题教育、时事教育和活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拟定了年度主题教育规划：一月元旦佳节，感受祖国一年一年的

新变化；二月春节，感受祖国大家庭团结团圆带来的幸福生活；

三月植树节，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四月清明节缅怀先烈，感受祖

国来之不易；五月劳动节，决心为建设祖国奋斗到底；七月党的

生日，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八月建军节，对学

生国防知识教育，让人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十月国庆节，

观看《辉煌中国》大型纪录片，感受祖国如此多娇，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学校把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各

项活动之始终，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国梦等主题教育，并能够定期举办专

题讲座和总结会议，把爱国主义教育引进课堂，教育效果自然增强。

（三）以课堂教育为着力点，让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化

课堂教学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为此，

学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课堂教学，配齐配好各科教师，开

足课时，开好课程。各科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丰富的爱国教育资

源，以教材为载体，结合教学过程使其有机有序地渗透到学生中

去，其教育效果是其它任何德育活动所不能替代的。此外学校还

利用德育课堂进行渗透教育，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广播电视、橱窗、

板报等阵地进行教育，让学生不断得到进步。

四、结语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力军。在社会

全面改革的大潮中，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作为教育者，

我们必须不断地对他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

的传统美德，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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