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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研究
武翠甜

（从化区第四中学，广东 广州 510920）

摘要：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一个国家的灵魂，“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高中阶段是青少年树立

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对提高青少年的人文道德修养，树立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现状进行分析，以及有效策略的探究，力求实现爱

国主义教育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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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提出，爱国、育人作为当今时

代主题，亦是教师教学工作的重要导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深入剖析语文学科的实际价值，探寻其与爱国教育的契合点，

运用文字、情感唤醒学生内心的真善美，使其进一步感受“民族

大义”下的爱国情怀，以此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因此，在语文课

堂教学中，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和光荣传统，显得尤为重要，它能使学生在对文本的阅

读中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形成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增强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  

一、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

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很多老师“唯分数论”，着重于应

试技巧的讲解，而忽视了语文人文性的学科本质，忽视了语文课

堂上对学生的育人功能，过于功利性的目的使他们没有静下心来

研究教材中的爱国主义内涵，自然也就没有发挥语文阅读教学中

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因此语文课堂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成了一

句空话。 

二、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不足的成因分析

（一）教学内容零散，时代性不足

在现行教材中，关于爱国主义方面素材的文章也是有很多的，

如古代人物传记、古代诗歌、古代散文、现代诗歌、人物传记等，

但编排比较零散，教参和教辅资料也没有关于语文教材中渗透爱

国主义教育的明确指示，只是建议或鉴赏语句，或概括形象，或

探讨情感，或总结品质……教学内容显得随机而零散。

此外，语文的课程特点是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注重时代

性，但高中语文现行教材中某些篇目的爱国主义人物所处年代

距离学生现实生活太过久远，某些言行举止甚至脱离了学生的

生活实际，如《苏武传》中，学生无法理解苏武的两次自杀行为，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若只着重分析自杀原因乃“以证清白”“重

负国”“屈节辱命”，不进行合理引导，会导致部分学生将“献

身”与“爱国”联系起来。为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合理分析二者的关系，立足语文教学内容、课程标准，构建多

种教学情境，合理引导、科学探究，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这种行

为的现实意义。

（二）教学方法单一，缺少情感共鸣

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满堂灌，

讲授法是教师们普遍采用的方法，即使是某些公开课堂上所谓的

小组讨论也是流于形式，学生兴趣难以被调动。同时，在开展教

学工作时，部分教师常常会“以讲代学”“以讲代读”，单一性

的知识输出不仅影响了课堂教学氛围，而且长时间处于被动学习

地位的学生，缺少质疑、探究的机会与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难

以引发情感共鸣。

（三）课堂教学与地方文化结合不足，缺少文化熏陶

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古诗文教学，教师往往是串译课文，

简单分析人物形象就完事，没有进行拓展与延伸，爱国主义情感

的激发是一个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发挥

乡土文化的优势，将爱国教育进行融糅，引发学生情感共鸣。但

就目前来看，大多教师却极少开发地方课程资源，很少在课堂教

学中联系实际和地方文化资源，这样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情感就

似乎缺少来处，没有基点，难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三、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优化策略

（一）整合教材，以“任务群”教学方式多角度渗透爱国主

义教育

从目前语文教材内容来看，大多数文章蕴含的情感丰富，是

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载体，但这些篇目分散到不同教材不同

单元里面，于是老师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也往往以单篇课文为主，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往下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知识框架的

构建，不利于学生能力、素养的均衡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对教

材进行整合，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也能进一步引发学生情感

共鸣，使其产生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感。那么，如何对教材进

行整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 根据作家进行教材的整合

在现行教材中，有些作家收录了多篇作品，这时为了更深入

了解作者，了解作者的爱国之心，那我们可以将同一作家的作品

进行整合。如鲁迅先生的《祝福》《阿 Q 正传》《拿来主义》，

在《拿来主义》中，作者通过说理辩论表达了对 国民党的痛恨之

情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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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祝福》里，鲁迅先生则通过记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

达了他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也进一步揭露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思

想、制度的封建与黑暗的一面。而在《阿 Q 正传》中，作者围绕

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暗讽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国底层人民的愚

昧无知，变相批判封建制度、思想对人民精神、物质上的毒害，

进一步表达了作者渴望唤醒国民内心的诉求。通过对这三篇文章

的整合与解读，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民众疾苦，“以笔代戈”，

在文化战线上，勇敢、坚决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

2. 利用专题，整合教材

在讲授苏轼的作品时，我们发现苏轼是众多失意文人中奏出

生命强音、迈出坚定脚步的强者，他乐观、阔达，在追梦路上为

后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此时，我们可以结合另一篇文章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所表达

的深厚情感，感受作者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甚至于开展一个关

于“追梦”的阅读专题，阅读一下袁隆平、鲁迅、华罗庚、谢坤山、

钱学森等人的追梦经历，感受他们在追梦过程中历尽艰辛、踏实

前行，为实现强国梦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而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目

标，渗透和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激发学生内心的“中国梦”。如

果有条件，还可以开展主题为“我的梦，中国梦”的阅读分享会，

让学生在交流分享中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和

品质，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从而激发为实现繁荣中国、富强中国不断努力的内在动力。

（二）创设情境，开展语境化教学，激发学生情感体验

动人心者，莫过于情。情境教学是感性认知的需要，同时也

是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良好的情景氛围有助于学生自

觉接受教育。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设

情境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1. 借助多媒体，创设情境，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利用幻灯片、电影、图片等媒介，创设一个具体的情景，有

助于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染力与渗透力，如

在讲授柳永的《望海潮》时，我们就可以借助幻灯片配上音乐展

示诗歌所描绘的山水画：古树绕江堤，江涛汹涌奔腾，浪花如霜

如雪，壮阔的钱塘江就如一道天然的壕沟阻挡着北方敌人的进犯，

尽显钱塘江的拨浪翻滚、排山倒海之势；紧接着话锋一转，镜头

一换，把学生带进“湖、山、秋月、桂花、荷花”组合的画面之中，

体会西湖的锦山秀水、清丽可嘉，令人心旷神怡、遐想万里。

2. 借助朗读，激发爱国之情

朗读是语文课堂上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教学中，有不少老

师会忽视朗读，即使是在一些公开课上，朗读也仅是走过场，老

师缺少朗读方法的指导，这是学生朗读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朗读中国经典对语文课堂教学是大有裨益的，它可以传

承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是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如在讲授苏轼的《念奴娇·赤

壁怀古》时，我们可以通过初读感知，再读体悟，三读赏析的方

法来理解课文内容，初读指导学生读准字音、节奏，抓住意象整

体感知“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的壮美画面，激发学生向往大自然的志趣；再读体悟作者“壮志

难酬”之情，重点指导学生读出词人与周瑜进行比对，生发出的“早

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的情感；三读品味赏析，对一些关键的

词语要重点读，反复读，指导学生赏析、品味，更好地理解词人

的爱国之情。

3. 借助表演，理解爱国之情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表演，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者

的爱国主义情感。借助表演，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

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解文本中的爱国主义形象。

更何况学生在编排舞台剧的过程中，还要查阅相关资料，这样理

解文中的爱国主义形象就更深入，学生潜移默化中就得到了爱国

主义教育。如在学习《离骚》时，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对《离骚》

进行谱曲，在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让学生扮演屈原进行吟唱表演。

又如学习《苏武传时》我们可以组织学生选取文章的一些情节进

行表演，通过“李陵劝降”体会苏武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通过“苏武牧羊”体会苏武的“贫贱不能移”，在表演中更好地

理解苏武的民族气节。

（三）结合乡土文化，熏陶爱国情感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借助生活场景和情景或中国传统

节日，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文化精髓，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与探究，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感，使学生内心深处充满自豪感，

从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在教授《离骚》之前，我们可以从

端午节入手，让学生先自行查阅端午节的来历、端午节与屈原之

间的关系；课后可以让学生开展一个研究性活动，如观看赛龙舟、

亲手包粽子、做香囊等，让学生感受形象、鲜活生动的中国传统

节日，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从

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教育是最基本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高中生必备道德

素质，因此在高中语文课堂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重要而又

艰巨的任务，它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

学生成为现代化建设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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