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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探究
杨胜朝

（深圳技师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 技工院校是为社会培养定向型人才的主要场所，其人才培养方向始终与社会需求一致。因此，技工院校

就需要对思政课程进行改革，借助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此，技工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满足国家与社会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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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源远流长的历

史长河中，先人们留下了无数魅力十足的文化瑰宝，这是中华

民族独一无二的财富。“无以为国，何以为家。”爱国是亘古

不变的主题，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时至今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仍旧是教育的主旋律，学

生只有具备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可用之才。

因此，在技工院校的思政教学中，教师就需要注重从传统文化

着手，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

爱国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爱国，要求学生时刻以国家的利益

为主。当然，在不同时期爱国主义也有不同的内涵。在动荡的

年代，爱国主义要求人们保卫国家、守护人民。

现如今是和平年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变成了科学技术

的竞争，因此，新时期的爱国主义要求学生守护国家的安全，

以国家的发展为长期努力的目标，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

进国家的繁荣稳定。

在技工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师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

忧患意识，让学生认识到我国现如今面临的严峻形势，以此明

确作为国家的接班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二、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

（一）有利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文化也在往多元化方向发展。技

工院校的学生年龄比较小，他们分辨能力较差，不知道该何如

在复杂的文化中保持初心。

很多学生容易被西方文化影响，对优秀传统文化弃如敝履。

这样不仅不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繁

荣稳定以及学生的未来发展。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千年，始

终历久弥新，主要是因为其代表着道德典范，是人们的心之所

向。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能守护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能促

进国家的繁荣富强。爱国主义并不仅仅指保护国家的领土不受

侵犯，也指守护人民的精神世界，传承优良品质。

通过传统文化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时，教师不仅会为学生讲

解战乱时期，先人们的爱国事迹，也会为学生普及古人的仁爱

思想、文学经典等。

如此，技工院校的学生就可以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以此增

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等，从而主动承担起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任。

（二）有利于爱国主义成为永恒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技工院校的学生是未来社会活

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因此，技工院校就需要将爱国主义，当作人才培养的重要

目标。这就要求技工院校打破学科的壁垒，将爱国主义从思政

课堂延伸到每个学科教学中，如此，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学校教

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外，将爱国主义渗透到教学的每个环节，也能突出时代

发展的主旋律，让爱国成为永恒的主题，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以及大学生的未来指明方向。

三、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借助生活化，点燃爱国情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着重于通过爱国历史故事的讲解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这种讲解方式，在短期内虽然会激发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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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情，让学生感觉到热血澎湃，但是由于历史中的爱国事

迹与当前社会环境相差甚远，因此，学生无法对爱国主义进行

重新诠释，明白新时期自己需要承担的使命。为此，在教学中，

教师就需要借助生活化，来点燃学生的爱国之情。

通过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场景，为学生渗透爱国主义，

既能让学生明白爱国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而是需要他们从身边小事着手。此外，借助生活化，也能

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迅速点燃学生的爱国之情。

例如：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红海行动》引入

爱国主义这个主题，并让学生思考一下，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作为国家未来接班人，他们应该做些什

么？

此外，教师也可以为学生播放喜剧片《我和我的家乡》，

让学生体会爱国并一定非要为国家流血牺牲，发挥自己的优势，

尽自己最大能力为家乡、社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也是爱国的一

种。

通过与时代吻合的影片进行教学，既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也可以让学生与影片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从而点燃爱国情，

坚定人生的理想和信念。

（二）采用实践教学，深化爱国主义

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却主要以课堂讲解为主，这就使得爱

国变为了空洞不切实际的理论，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对于技

工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选择技工院校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

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就会

产生重专业课轻基础课的现象。

为此，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想要利用传统文化促进爱国

主义教学，就需要转变教学模式，采用实践教学，将爱国主义

从课堂喊口号，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如此，既可以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又可以深化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例如：新时期的爱国主要体现在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为

人民服务、研究新型的科学技术等具体内容中。因此，教师就

可以为学生准备实践课，让学生在动手中，感悟新时期的爱国

主义。

同时，教师也需要为学生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培养学生的

动手操作能力与实践精神，让学生明白爱国所需要具备的品质，

以及他们能够做国家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此外，教师也需要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让学生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敬老院、孤儿院等地做公益活动，加深

对爱国主义的了解。

（三）打破学科壁垒，全面渗透爱国主义

想要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让学生具备爱国之情，学校就

不能仅借助思政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是应该将爱国渗透

到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中。

首先，学校需要打破学科的壁垒，在每个学科中都渗

透传统文化。例如：在专业课教学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

讲述行业发展史，以及在发展历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让学生明白，掌握专业知识，促进行业的发展，也是爱国

的一种体现。

其次，学校就需要注重校园氛围的创设，着力通过构建图

书角、打造微型纪念馆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例

如：学校可以在图书角中，准备与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有关的

书籍，让学生通过自行阅读了解中华优秀文化，全面了解爱国

主义，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

最后，学校也需要创办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社团，并积极

组织与之相关的校园活动。例如：学校可以为学生创建爱国社，

并让鼓励在建军节、建党一百周年等特殊日期策划爱国主义活

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传统文化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是教育发展的

必然趋势。为此，教师就需要了解爱国主义教学的内涵，明白

其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意义，并从借助生活化、采用实践教学以

及全面渗透爱国主义等几方面，构建浓郁的爱国主义氛围。如

此，学生才能在全方位的教育与熏陶下，明白新时期爱国主义

的内涵以及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并以此为目标，不懈努

力，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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