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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爱国教育的题材发掘与应用 
◆潮向阳 

（江门市紫茶小学  广东江门  529000）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里，“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它也是公
民基本的道德规范。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
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
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语言承载着中华精神文明的全部历史，是中华智慧的结晶，包含
着很深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情感。文以载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道”是语文教学重要的内容，作为语文教师责无旁贷。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
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
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
育小学生的理性爱国意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课程基
本理念指出：“语文课程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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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义荣辱观，培养良好思
想道德风尚。”在课程总目标中也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
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因此，在小学阶
段，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语文教师
要有意识地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于语文教学中，使语文学习与爱
国主义教育一脉相承、融会贯通。  

一、发掘提炼语文教材中的爱国题材 
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教材中编排了很多爱国教育

的题材，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提炼。 
（一）大好河山   
在人教版的小学教材里，通过描述祖国壮丽山河，激发孩子

的爱国热情的课文，数不胜数。如：《黄山奇石》、《北京》、《日
月潭》、《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长
城》等，这些课文不仅文质兼美，字里行间更饱含着对祖国山河
的赞美和热爱之情，是一篇篇绝佳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通过对
课文的学习，增强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从而产生强烈
的家国归属感。 

（二）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千姿百态，源远流长。如何让小学生理解其中

的精髓，培养民族情感，利用教材教学时就要有意识地进行这方
面的浸染和渗透。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大都按照专题来组织单
元，如 “热爱祖国”“爱祖国，爱家乡”“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壮丽的祖国山河”“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国的世界遗产”
“祖国的大好河山”“走进田园、热爱乡村”“月是故乡明”“遨
游汉字王国”“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语言的艺术”“中国的古
典名著之旅”“祖国在我心中”“民风民俗”等这些单元的编排，
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教学中，在关注
语文工具性之外，教师在这方面的教学要因材而教，顺时而为，
激发学生的热爱中华文化、热爱祖国的情感。 

（三）爱国故事   
任何时代英雄主义永不过时，拥有的爱国精神是无数英雄共

同特质和最有价值的体现，任何历史的沙尘也遮掩不了这种精神
的光华。对小学生来说，英雄故事远比说教更有感染力。教材中
这方面的题材俯拾即是。如，有不同时代背景、年龄相仿的“雨
来”、“夜莺”，有相同时代背景却不同生活境遇的《一个中国孩
子的呼声》中的维和战士。再如，历史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李

大钊等人的故事，课文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展现人物的光辉形象
——挖井故事中的毛泽东平凡爱民，英勇就义前的李大钊，一夜
工作的周总理鞠躬尽瘁等等，这为学生开启了另一条了解伟人的
途径，避免了抽象说教和学生对伟人的单纯崇拜，呈现了有血有
肉的伟人形象。还有平凡中国人的爱国故事，如中国志愿军与朝
鲜人民的鱼水情深，老班长和小战士的生死与共、洪水中老汉的
伟岸形象等，通过跌宕的情节、真挚的情感表达，使得孩子亲切
感受到普通人的英雄情怀。 

（四）建设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华夏儿女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世界民族之林让世人刮目相
看。而这些让孩子心情澎湃的成就，在课文中也有所体现。如：
《千年梦圆在今朝》《把铁路修到拉萨去》《飞船上的特殊乘客》、
《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我们成功了》等，这些课文，无
不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祖国的迅速崛起，让孩子们在学习课文的同
时，为自己祖国感到骄傲之余，也有效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激
发了爱国的热情。 

二、爱国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实施途径 
（一）视听   
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充分利用了视听心理的优势，通过具体

的、感性的、情感的认识，远比抽象的说理更有积极的效果。语
文教学中，利用学习相关课文的机会，将收集的关于祖国大好河
山的系列风光片，有意识地向孩子们展示，让孩子们在视听情境
中感受祖国壮丽的画卷，可以有效地渗透家国情怀的教育。 

（二）朗读   
朗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感受文字的魅力，触动情感的

心弦，激活高尚的情愫，朗读的教育作用不可取代。古人常将朗
读作为学习最基本的方法。用朗读的方式来滋养爱国情怀，是最
为直接的途径之一。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要求学生从小就要养成朗
读的学习习惯，他曾在《训学斋规》云：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
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要“逐句玩味”“反复精详”
“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深刻
领会其教材的意义、气韵、节奏，最终达到感怀畅快的目的。在
小学的课文篇章里，表达爱国情感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如《黄山
奇石》《日月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詹天佑》等等，学习
这些情文并茂的课文时，老师可以把自己的爱国情思带入课堂，
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情绪饱满地进行朗诵，不失时
机地向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让学生从对祖国山川风物的热
爱，对民族英雄的敬佩的情感中，燃起浓浓的爱国之情。 

（三）吟诵   
吟诵，即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朗读。在古代，吟诵是

读书的基本功，与练字一样非常重要。近来传统文化教育的兴起，
吟诵在某些地方的课堂教学中有所应用，教学效果良好。在小学
课本的古诗文中，用吟诵的方式进行教学，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只有吟诵才更加贴近古人的心态、意境和情感；吟诵本身也
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文人品格，其关心民生、热爱国家的忧乐情怀，
都是小学生们应该学习的。小学教材中的古诗文有生动的形象，
却没有具体感人的情节，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杜甫的《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陆游的《示儿》，王翰的《凉州词》等这些饱
含爱国激情的诗词，我们就可以通过吟诵让学生对古代杰出人物
这种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坚决维护祖国尊严的精神有更深刻的
认识。抑扬顿挫的韵律，铿锵的语调，迸发的是那种惊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气魄，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让学生在崇敬与感慨的同
时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崇高的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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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述   
中华上下五千年中，有多少爱国故事千古流颂。不论巾帼须

眉，只为了心中那个伟大的祖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惧艰险，
始终坚持自身理想。通过一个个为国捐躯、英雄献身的先烈们可
歌可泣的爱国故事的演讲活动来激励学生，也是培养学生爱国情
怀的一个有效途径，如：《小英雄王二小》、《抗日小英雄张嘎》、
《儿童团团长海娃的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爱国将领吉鸿
昌》、《华罗庚立志回国》等等，讲者绘声绘色，听者心潮澎湃，
学生会明白这些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身上
流淌着千年未变的爱国主义英雄情节，为国献身的勇气和担当。  

（五）写作   
通过写作来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也不失为一个好途径。在写作

课程的训练中，教师可以组织开展“走进新时代”、“我看城乡的
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社会调查活动。通过调查，让

学生分小组畅所欲言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对学生的进一步指
导，使学生们认识到党的政策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化离
不开祖国这个坚强的后盾。让学生写出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表
达出对祖国的感谢和崇敬之情，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树立
为国奋斗的理想。 

中华复兴的强国梦需要代代人去实现，培养代代爱国的孩子
们，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怀着对国家的热爱，才
能把她建设得更加富强民主、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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