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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探究 
◆何雅晨 1  孟亚萍 2  蒋诗怡 3  金琦玉 4  沈佳琪 5

（嘉兴学院师范学院 浙江平湖  314200） 

摘要：“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弘扬和升华，是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命，将“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既回归传统又

符合时代要求。文章从教师、学校和学生三方面调查了“红船精神”融

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分析了现状背后的原因，从开展活动、编

写教材、打开校门、走出课堂四个方面提出了“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

国主义教育的策略。 

关键词：“红船精神”；小学生；爱国主义 

“红船精神”指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能鼓励小学生刻苦努力、砥砺前行、助人为乐、坚
定理想、不断创新。小学生通过对“红船精神”的学习，能了解
革命先烈如何在困境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断探索，培养自
身的良好品格。[1]将“红船精神”融入爱国教育，既回归传统又
符合时代要求。但是现在小学生所处信息环境更广泛，信息量更
大，内容更丰富，他们接收到更多正面和负面的信息但缺乏判断、
鉴别的能力。并且小学生的爱国情感仍在发展当中，并不是稳定、
成熟的，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现在学校教育大多数重智力教育而
轻思想教育，开展的爱国主义活动内容匮乏，形式单一。[2] 

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小组对嘉兴地区城镇和农村 14 所
学校的共计 307 名师生做了问卷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通过查
阅资料等途径完成设计。 

一、“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 
(一)教师层面
1.教师对“红船精神”的学习不够深入
数据显示非常清楚“红船精神”三个基本内涵的教师约占四

成，知道大概的占 51.11%，完全不清楚的占 8.89%。在阅读有关
红色书刊方面，读的不多的教师占总数的 80%，经常看的占
11.11%，从未看过的占 8.89%。只有五分之二的教师是非常清楚
“红船精神”内涵的，绝大多数教师只偶尔读过红色文化书刊。 

2.教师对“红船精神”融入小学教育的理解不够具体
认为在当今社会非常需要提倡“红船精神”内涵的占 60%，

认为较为需要的占 37.78%，认为提不提倡无所谓的占 2.22%。觉
得“红船精神”与爱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占总数的 75.56%，认
为两者有较大联系但仍是区分开的占 22.22%，认为两者关系不
大的占 2.22%。大多数教师肯定了“红船精神”在社会中的重要
性以及它与爱国主义教育有密切联系。但在“红船精神”融入方
面的理解仍不够具体。 

(二)学校层面
1.学校中“红船精神”班级教育及教研活动开展较少
在小学中讲过有关于“红船精神”的故事并开设过“红船精

神”主题班会的教师占 35.56%，只讲过“红船精神”没有开设
过主题班会的占 48.29%，没有讲过也没有开设过的占 15.56%。
学校中开展过很多次“红船精神”教研活动的占 33.33%，只是
偶尔开展的占 51.11%，没有开展过的占 15.56%。学校开展相关
教研活动较少，相关的学生教育也只停留在浅显、理论阶段，实
践程度不高。 

2.学校中德育课程及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较少
数据显示，50%的小学能保证德育课程的正常开展，基本保

持一周 1-2 节思想品德课，48.5%的学校有开展爱国主题班队课，
平常接触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为“爱国、‘红船精神’、共产党”，
对于“嘉兴南湖、革命”则提及较少；38.2%的学校偶尔才上一
节思想品德课，且多为乡村小学。 

从未开展过爱国活动的学校占了 20%，大多数学校主要通过
爱国手抄报比赛和红歌比赛达到继承和发扬爱国精神和“红船精
神”的目的，开展爱国主题班会和爱国演讲比赛等方式使用较少
都不足 50%。 

(三)学生层面
1.小学生对“红船精神”有初步了解但不够全面
首先，调查发现有 87.87%的小学生了解过“红船精神”，其

中 52.3%的小学生能够比较细致地解释南湖红船历史以及“红船
精神”的再提出过程和内涵，以高段年级为主。其次，也有 30%
左右的小学生不知道红船历史，所占比例较大。有 20%左右的小
学生仅仅初步了解相关知识。一方面说明小学生对传统学习方式
兴趣不高，学习主动性格不强；另一方面说明学校在“红船精神”
的宣传上应该更加多样化和具有创意性。 

2.中低学段学生参与意愿更强
数据显示中低学段的小学生更加愿意参与到继承和发扬“红

船精神”的义务中来。例如，262 名小学生中有 140 名小学生愿
意成为小小红船讲解员，其中 64.2%为低年级的学生。 

3.小学生对爱国的理解过于宏观
87%左右的学生认为为社会做贡献才是爱国，82%左右的学

生认为热爱祖国才是爱国。可见现在小学生对于爱国主义的意识
还停留在比较宏观的程度，没有将宏观的思想同具体的行为联系
在一起。 

二、“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原因 

(一)教师了解不够深入
大部分教师对“红船精神”及红色文化书籍的研读还是较为

关注的。但由于教师工作太忙，对相关理论学习缺乏足够兴趣以
及环境影响等原因，大部分教师的思考和学习还停留在比较浅的
层次，没能较好地把“红船精神”或红色文化运用到日常的教育
教学工作中，并将其转化为促进小学生发展、增强爱国情感的动
力。 

(二)教师看法不够准确
总体来看，被调查的一部分教师肯定了弘扬“红船精神”的

价值以及在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小学生身心发展或知识运等方
面起到的作用。但仍有一部分教师对“红船精神”内涵的理解、
“红船精神”在小学生教育中所处地位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原因
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的因素，社会影响，教育学习资源不足，
教育方针政策等。 

(三)学校推行不够重视
顺应素质教育要求，现在学校已从单纯重视学生成绩向重视

学生全面发展转变，但很多学校仍忽视爱国主义教育和地方民族
精神对学生发展的作用。学校对教师理解运用“红船精神”内涵
的培训不够、相应的教材资源不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度不高
使学生感受不深等都阻碍了“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
当中。 

(四)学生实践不够充足
小学生对于“红船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比较热衷，自身也有一定
的积累，但是小学生对“红船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不够正视，
对久远的抗战历史和革命历史不能保持高度严肃的态度。嘉兴市
作为红船教育基地，各小学在“红船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
时间、精力投入较大，也举办了许多活动，但还是存在爱国主义
教育的实效性较低，流于表面的问题。学校应该联合社会上的一
些公共教育场所，举办一些适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红色文化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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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学的对策与途径 
(一)开展活动，让教师“学起来”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也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师的一

言一行对于学生而言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红船精神”融入
小学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教师对“红船精神”有所认同、
有所体会、有所钻研，使得“红船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改造教师，
让“红船精神”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从而间接地使小学生受到
“红船精神”的熏陶感染。教师深入了解“红船精神”的途径可
以有多种，例如定期开展有关“红船精神”的研讨会，将自己近
期学习到的知识与他人做交流，取长补短，修正自己的思想误区。
或者可以在业余时间参观红色基地，全身心的体会革命历史等。[3] 

(二)编写教材，让课程“活起来” 
“红船精神”可以通过教师的言行和教学设计融入到课堂

中，但这样一点一滴的渗透始终是分散、凌乱的，还需要一本教
材来系统的教授。为了更好地使“红船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当中，学校或者是地方教育部门应该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专门的教
材，并在学校开设相应课程。南湖红船是革命的发源地，在南湖
畔有诸多的历史遗迹，这样的优势资源应该充分利用起来，融入
地方革命特色，开发校本教材。有了系统的教材后，可以更好地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并深刻体会革命历史，树立爱国意识。在了解
本校的教学特色，结合嘉兴当地丰富的历史资源之后，编写的教
材应该是既具有学校特色又有历史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实用性和
可实施性。 

(三)打开校门，让资源“走进来” 
在这一片土地上，有太多的人见证过、参加过革命，学校应

该开设丰富的教育教学活动，邀请一些老兵、老党员进校园，为
学生讲解他们的经历。由他们向小学生讲解历史，是让他们在结
合自己所学过的校本课程上更深一步的体会“红船精神”。对小
学生而言，这是视听的双重感受，能丰富见闻，增长知识。还可
以邀请市里的党组织或者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进入校园，在校园中
开展有关于“红船精神”的介绍，照片陈列等。[4]开设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动，有利于营造深厚的校园氛围，使得“红船精神”
深入人心。 

(四)走出课堂，让学生“动起来” 
理论最终要转化为实践，而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

及更深入一步的将“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途
径都应是实践。小学生在各方面的发展尚未成熟，在主观上比较
倾向于直观和直接经验，喜欢动手实践。课堂上枯燥的书本知识
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书本知识也过于抽
象和脱离生活实际，无法带给学生较大感触。应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先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有关于“红船精神”的相关知识，

再适当增加围绕“红船精神”开展的爱国主义活动，比如在校园
中开展红歌比赛，又比如外出参观南湖红船，纪念革命先烈等，
形式多样，既提高了“红船精神”在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融入
程度，又符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5] 

四、结语 
将“红船精神”融入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小学生爱国主

义精神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而提高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
利于小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培养健全的人格，为今后的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为了提高小学生的爱
国主义意识，培养更多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的人才，
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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