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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军校大学语文课程中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与构建 
◆王  颖 

（武警工程大学 基础部  陕西省西安市  71008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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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教育更要时刻以爱国主义教育为育人目标，在培育高知识、

高技能军事人才的同时，始终以红色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为教学引导。

军队院校教员应自觉把握时代脉搏，巧妙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属性，将爱

国主义精神贯穿始终，人文学科教员应从教学准备、课堂设计、课外实

践等多个教学层面构建具有深沉爱国主义情怀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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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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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教育更要时刻以爱国主义教育为育
人目标，在培育高知识、高技能军事人才的同时，始终以红色精
神、爱国主义精神为教学引导。 

爱国主义旗帜、深沉而强烈的民族认同，是革命军人必须具
有的精神气质，实际上，人文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是遥相呼应、
相得益彰的。[1]在军校教学中，人文学科尤其是大学语文课程具
有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天然优势。下面，本文将围绕三个问题简
要讨论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传承与构建，敬待方
家指正。 

一、教材解构需有鲜明爱国主义导向 
习主席提出，要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深化

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个面向”重要指示，深刻阐
明了军队院校建设发展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深
化军事教育训练指出了方向。[2]目前，军队院校使用的大学语文
教材多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王吉尧、何静主编的《大
学语文》教材。其特点是：一、紧贴教学大纲。教材严格按照教
学大纲的要求进行编写，将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做了全面的覆
盖。二、知识与技能并重。王吉尧版大学语文根据教学大纲的要
求，将写作与演讲这种实用技能的培养作为人才建设的主要内
容。 

教学准备是教材重构的过程，无论教材如何完善，教员备课
的过程都要对教材进行解构与重构。王吉尧版《大学语文》作品
选读部分将文学作品按照体裁分为三大诗歌、散文、小说三大类，
每一类型中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编写，从教材选取的篇目可以看
出，编者尽可能的凸显了军校教学中应体现的人文精神。如《诗
经》本分选取了《小雅•采薇》《秦风•无衣》，散文也多有涉及军
事内容的名篇。尽管如此，教员在实际教学准备中仍应当对教材
进行合理的解构与重构，如《诗经•小雅•采薇》是一篇表达厌战
情绪的诗歌，教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略讲或不讲，而应以《诗
经•秦风•无衣》中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为授课重点，激发学员的
战斗精神，其他篇目也是如此。 

此外，除了对具体篇目进行解构与重构，大学语文教学还应
紧紧围绕爱国主义精神这一主题，建立有完整逻辑指导性的人文
精神体系。在实际教学中，教员才解构教学篇目的基础上，应以
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加强学员人文精神建设。通过作品选读，
以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以先哲们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留下永恒
的文化基因、心灵密码，熏陶、点染、引领、塑造学员、把军校
学员的爱国主义建立在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广袤的精神空间、文
化信念的基础之上，这是军校人文教育必须肩负起的、必须坚守
和弘扬的。[1] 

二、课堂设计应凸显爱国主义精神 
习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

争最前沿。任何信息的传播都具有选择性、倾向性和价值判断，
那种倡导新闻“绝对自由”的说法，在现实的传播实践中是不可
能存在的。军队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实践中，要毫不犹豫地抓
住军队的中心工作，围绕部队建设开展新闻报道，牢牢把住新闻
的意识形态关。[3]要讲好强军故事、提升军校学员新闻素养应紧

抓三个关键。 
首先，紧抓意识形态，提高军校学员基本新闻素养。随着数

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大官兵的信息获取途径发生了较大变化，
网络等新媒体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军队新闻工作
者需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学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
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做到坚定信仰，时刻以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
行。[3]其次，把握时代脉搏，在新闻教学材料中凸显爱国主义精
神。新闻最重时效性，教员在新闻写作教学中，要注意新闻报道
的立意，时刻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其中，培育学员军队新闻宣传
的自觉意识。最后，鲜明价值导向，在新闻写作实践中贯穿爱国
主义精神。新闻写作是一种技能型习得，理论讲授与课后实践缺
一不可。在课后实践中，我们仍要坚持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导向为
引导，让学员在新闻写作实践中自觉地贯彻爱国精神内涵。 

三、爱国主义教育要紧跟时代、勇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强调“创新”对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
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为保持军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性，教员在教学过程中要自
觉树立创新性思维。大胆尝试新的教学设计及 MOOC 翻转课堂
等新的教学手段，不要将爱国主义教育变为老生常谈。通过经典
重构、新信息技术引用等手段，让爱国主义教育紧跟时代步伐。
如在军事公文写作教学中，摒弃传统的课上教学—课后练习的方
式，改而使用机房教学方式，让学员现学现写现评，提升学习效
果，让课堂所学成为基层所需。以提升教学效果为指向，鼓励学
员勇于创新。 

在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的今天，要培养出合格的新型军事人
才，爱国主义精神这面旗帜更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和价值。军队
院校教员应自觉把握时代脉搏，巧妙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属性，将
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始终，人文学科教员应从教学准备、课堂设计、
课外实践等多个教学层面构建具有深沉爱国主义情怀的课程教
学。以“三个面向”重要指示为指引，在教学中自觉融入爱国主
义精神，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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