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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被提出。国家认同感教育属

于六大核心素养中“责任担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总体要求，各师范类高校必须贯彻

立德树人的核心点，使得国家认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故而本文针对新疆师范生培养，从常规教学、课程汇报、新型热

点网、联动活动四个方面，探寻国家认同感教育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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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education reform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ducation,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has been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a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among the six core qualities. To implement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ll normal universities must implement the core point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hich mak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training of normal students in Xinji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conventional teaching, course reporting, new hot 

network and linkag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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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国家认同分成为四个方面，笔者从国

家意识、文化自信、爱党护党、社会主义信念四个纬度，对所处高

校的国家认同教育进行了调研，调查对象包括教师、辅导员以及毕

业生，按照专业课上、主题班会团课、拓展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教学改革前期调研分析 

1.1  专业课国家认同教育主题混乱 

笔者所处学校在专业课程改革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要求及

安排，例如每节课前开设“课前五分钟”环节，每门课进行“开学

第一课”活动，设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项目”，虽然种类丰富，

形式多样，但是活动主题和要求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首先，没有明确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目标，教师在选取补充教学材

料时，随意性非常强，学习材料没有针对核心素养进行分类对应。

这就导致国家认同教育并没有被作为教育的明确目标在专业课教

学中很好的推行。其次，教学材料缺乏偏向性明显，在提升学生文

化自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方面涉及的内容较多一些，而与国家意

识、爱党护党相关的材料补充较少。最后，教师因为涉猎不够丰富，

对于学生关心和网上热议的时事并没有及时引入课堂，错过许多国

家认同教育的切入点和兴趣点。教师教学所选入的补充材料多为官

方文件，领导人讲话等，虽然这些内容立意鲜明，但仅仅利用这些

教学材料，会因为教学内容单一化。 
1.2  主题班会团课形式单一 

笔者所处高校中，一周会举行一次团课，一次主题班会，虽然

不是单纯为国家认同教育而开展的，但是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根据不

同时间节点进行安排，国家认同感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在

明确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主题下，主题班会团课的内容有了明确的

要求，但是活动开展的形式却出现了单一重复的问题。首先，活动

地点固定在教室中，活动形式多数以读、写为主，活动最后就变成

学生朗读文件材料，抄笔记的一种形式，让学生倍感枯燥。其次各

高校及党政建设部分，虽然有心将国家认同感教学活动的形式丰富

起来，但即使高校教育资源再丰富，此项活动也并非单打独斗就可

以完成的。与校外资源很难形成联动性，包括社区、家庭及各方社

会资源，无法形成合力，实践性弱。 
1.3  拓展活动缺乏“仪式感” 

国家认同教育中，学生需要了解国情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就在一些重要的历史纪念日时，举办一些纪念活动来加强情感升

华。同时在传统节日时期，举办一些欢庆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学生们喜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参加布

置隆重的场合及具有“仪式感”的环节，但是对于高校中布置随意

且粗糙的活动，在无意义的时间节点上不断重复的环节，感到疲惫

和反感。无论是重要节日还是普通主题活动，学生所经历的活动似

乎都是固定的，这种没有生命起伏感的活动节奏，让学生趋于麻木。 

2  国家认同教育实践建议 

针对疆内高校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新疆高

校实际情况，围绕核心素养中对国家认同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主

题联动活动等诸多领域进行了一些实践建议，可供师范生教育提供

一些参考。 
2.1  课堂教学模式变形 

2.1.1 充分利用“开学第一课”和“课前五分钟”的范式 

结合学生所属专业分类，罗列教材中的课程内容，按照学期和

单元主题，从每一节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着手，为同

学们提供经典教学设计，先行为同学们做好示范教学，同时提出了

一整个学期，“课前五分钟”的明确的教学目的，从核心素养出发，

落实国家认同教育目标。让同学们落实学科的每一节课，从实践出

发，剖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设计，逐一在“课前五分钟”

进行汇报及评论。这种形式，既使得师范生教学设计能力得到提升，

同时加深了学生作为教师，在国家认同感教学育方面的深入思考，

并提升了自己国家认同价值观念的认识。 

2.1.2 创建新型师生网络热点分享模式，转变教师理念 

教师在进行国家认同感教育时，要脱离“直球”思维模式。对

于学生而言，这种主题性明确内容“文件化”的教育方式，无法吸

引学生，反而是课堂上的一些不经意的“擦边球”，可以达到意外

的效果，适当的留白，可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观念改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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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方法上就有了更大的创新空间，延伸线更强，这就可以创建

新型师生网络热点分享模式。从时事热点中找到利于国家认同教育

的切入点，就会更加贴合当下学生兴趣点。教师也要提高自己的教

学能力，尤其是时事热点的剖析角度，看似平常的一个热点，无论

是科技领域、艺术领域还是娱乐圈的，只要找到合理的切入点，都

是展开国家认同感教育的材料。 
2.2  转变主题班会团课形式 

2.2.1 课上课下对接，紧扣核心素养要求 

发展师范生核心素养要坚持科学性、时代性，更强调社会参与、

责任担当，其分支下的国家认同，要求学生具有国家意识，那么专

业课教学、主题班会中关于了解国情历史的教育内容就应该有效配

合，知识学习内容可以有效结合专业课课堂教学，但是强化学生认

同国民身份，让学生能自觉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可以在主

题班会中围绕师范生、师德师风方面进行升华。这种形式同样适合

在文化自信、爱党护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方面，课上课下要有效

配合，做到效果最大化。 

2.2.2 以比赛和汇报丰富代替主题学习 

师范生教学过程中，设置了多样的专业技能训练课程，这类的

技能课程多是考查课，如此联动多个专业课教师共同进行课程汇报

或者比赛。例如在建党 100 周年的时候，教育技术课程进行“见证

百年风雨”的 PPT 制作展览，道德与法制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组织讲

党的故事，三笔字课程进行党的光辉金句展览，学前教育专业进行

红色革命歌舞表演，如此种种，各个专业和课程都能在期末的时候，

以授课班级为单位，进行课程汇报，这种形式既是一种比赛，又是

一种展示，对于师范生而言又是一个自我表现的舞台，增进同学们

学习的积极性，对作为观众的同学又是一种激励和示范。 

3  联动主题活动 

3.1  创建联动活动品牌，拆分国家认同感概念 

国家认同感的内涵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只有理清国家认同教

育的内涵，才能丰富拓展教学资源，渗透到专业教学内容中。联动

社会及相关部门力量，博物馆、纪念馆、坐标型建筑等地点，应该

是高校师范生校外活动的重要场合。高校学工部门应该事先选取合

适地点，与这些公益性质的单位达成协议，打破学生参观的活动形

式，创建专业发展与国家认同教育为一体的活动模式。例如在博物

馆表演教育史情景剧等表演，在科技馆进行科学知识公开课、公开

宣传，联动中小学，邀请基础教育段学生参加。进行多样的互动活

动，既增加了学生参与校外活动积极性，又增加了学生教师身份的

认同，从公民和职业等方面提升师范生国家认同感，提升了学生的

责任担当及文化自信。 
3.2  不要忽视常规活动的创新 

校园里常规活动是最普遍的国家认同教育形式，这是大型活动

无法带来的细水长流的教育效果。但是墨守陈规的重复性活动，并

无法达成常规活动带来的效果，所以即使在学校里，也要从主题和

活动形式上进行创新。例如让学生来到操场，进行班级的系列合作

体育活动，这种体育运动，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集体意识，更能强化

学生其他优秀品质。师范生的特殊要求，他们不仅要有扎实的国家

认同感，同时他们自身未来是有力的展开国家认同感教育的中坚力

量，对他们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锻炼学生展开思政教学能力的提

升，达到双重目的。教会师范生如何在基础教育段培养中小学生的

国家认同感，是高校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 

4  结语 

在基础教育提出核心素养的背景下，高校不能忽视师范生国家

认同感教育的教学能力培养。需要确定明确将国家认同感教学能力

作为重要教学目标，编制师范生教学能力提升生长线，根据师范生

专业成长的课程设置，进行国家认同感教学的开创性活动。总之，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思政课堂的展开，可以综合运用多种途径，在

基础校园教育中不断创新，用学生喜欢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提高师

范生“学”和“教”的两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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