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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儿童立场，巧施红色教育
陆伟玲

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江苏　如皋　226500

摘　要：恰逢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红色教育再次成为了教育领域甚至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关注的热点。针对目前小学红色教育

所存在的内容脱离儿童认知水平、形式单一、单向灌输知识情感等问题，笔者提出优化情境：让党史鲜活起来；巧妙融合：

让感知立体丰满；审思明辨：让信念牢固树立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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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红色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它应该是立

足于儿童立场的，是能够入脑入心的，是面向儿童终身发展

的。依据自身教育实践，我认为可通过以下几个策略巧妙实

施红色教育，增强教育效果。

一、优化情境：让党史鲜活起来

党史教育是红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这样一个

特殊的年份，更应该让广大少年儿童学习党史，了解我党波

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但是否只是简单地把百年党史一股脑儿

堆到儿童面前去呢？显然不妥。百年党史对小学儿童特别是

低、中年级儿童来说实在有些复杂，这是由他们身心发展的

水平决定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选取符合儿童认知水平的

党史内容，再以儿童易于接受的形式引导其走近党史。优化

情境，就可以让党史鲜活起来。

在给儿童上党史课时，我通过创设大情境的方式，将一

个个重要的党史知识串联起来，带给他们整体性认知。为了

让学生对党的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有清晰的了解，我现场

给他们绘制时间轴，形象地呈现出党的发展进程。在祖国的

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党开展斗争和工作的足迹。其中有一

些地方发生了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历史事件，我通过图片、视

频带领儿童走进这一个个“红色地标”，了解重要的历史事

件。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英雄人物史，我优选图片制作成

“人物长廊”，儿童置身其间犹如可与先贤对话，身心浸润其

中，所受到的感染与震撼直抵内心。

除了通过图文、音乐、视频等方式创设情境，充分利用

生活中的真实情境，更能让儿童亲近我们的党。我们的家乡

是个古老的城市，不少县城都留下了我党动人的故事。五一

假期，我组织学生寻访家乡的党史故事。孩子们走进革命老

区，探访老红军；参观革命纪念馆，聆听讲解员介绍；采访

家里的长辈，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孩子们说，寻访过程中，

他们就好像走进了一段段真实的历史，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

那么亲切，党的故事动人心弦，他们要好好珍惜今天这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激发起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最有效的德

育。红色之旅，使他们触摸到家乡的红色之魂，追寻着一种

精神的信仰和力量。

二、巧妙融合：让感知立体丰满

红色教育的渗透和落实不仅仅是哪一门学科的任务，它

几乎覆盖到全学科。因此，将相关联的教育内容进行巧妙融

合，才能让学生的感知更加立体，让红色教育拥有体系，真

正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一）与思政课程整合

思政课是开展红色教育的主要学科阵地，习总书记也多

次强调学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无论从教育的出发点还是

旨归考虑，红色教育与思政课的融合均必要且必然。

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主题为：百年

追梦  复兴中华。整个单元呈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

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

主线，进行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单元

内容包括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及走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内容，引导学生了解、认识和感

悟先辈们走出苦难、复兴中华的艰难历程，树立奋发图强的

爱国志向。可以说，这个单元就是一个红色专题教育的单元。

在给学生讲党史课时，我就以五下思政教材内容为主体

展开，并以其为基点进行适当拓展。这样的党史课设计激活

了学生的已有认知，贴近学生的发展水平，所以学生听得特

别专注，在互动谈感受的环节中畅所欲言，许多孩子的话语

动情又感人。

（二）跨学科统整

我和同事们在实践中力求通过跨学科统整引导儿童多角

度、多维度浸润于红色教育之中。

我们在语文读书节中渗透红色教育：诵读红色经典、欣

赏红色影片、讲述红色故事、开设党史微讲堂、撰写红色纪

录片观后感等等，孩子们以多样的形式表达对革命先烈、英

雄事迹、革命壮举的敬佩之情。我们这样组织高年级学生阅

读王树增先生的作品《长征》：语文老师重点引导学生了解纪

实文学中大量的珍贵史料，在品味丰富细节的过程中亲密接

触长征历史；数学老师引导学生绘制长征路线图、用统计学

知识对史料中的战役等重要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德法教师侧

重引导学生学习、弘扬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

的信念力量。多学科融合形成教育合力，使学生对长征的认

识更充分、更客观，在内心树立起一座不朽的长征的丰碑。

跨学科统整为儿童打开了一扇扇风格各异的窗儿，使儿

童一直保持学习、感受、探究的热情，最终殊途同归，达成

同一教育目的。这样的融合契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和特点，是

全面培养儿童的优选路径。

（三）与实践活动融合

由于红色教育的内容具有历史感，与儿童的现实生活有

一定距离，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学校各项实践活动的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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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让儿童在真切的体验中得到感染和教育。

我校六年级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活动

时，我们就利用基地的资源设计了“重走长征路”的活动。

学生在爬雪山、过草地等仿真活动中体会到长征的艰辛，感

受到伟大的革命情怀。清明节扫墓，我们组织学生走进家乡

的红十四军纪念馆，聆听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家乡先辈与英烈

们的革命事迹。学生听着家乡人的故事，油然而生可亲可敬

之感。我们把老红军请进校园，让儿童与他们面对面，听爷

爷讲过去的故事，提出内心特别想知道的问题。真实讲述，

真情互动，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就这样在幼小的心田里播下。

与实践活动相融合的红色教育，让儿童拥有听、说、问、

做等全方位的体验，留给孩子的印象一定是深刻的，带给其

内心的触动或许会是终其一生的。

三、审思明辨：让信念牢固树立

红色教育的目标不能仅停留于对人物、历史事件等的了

解，也不能止步于儿童崇敬革命先贤、热爱国家之情的激发，

其根本旨归应该是儿童内心信仰的树立、对祖国的认同、与

国家荣辱与共意识的确立，是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是美好德

性的生长。

价值澄清学派是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道德教育理论流

派之一。主张通过价值澄清的方法帮助儿童澄清他们自己的

价值观，促进统一的价值观的形成。这一理论反对把某种现

成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强调在价值多元、变动不居的社会

形势下发展儿童的道德意识，注重儿童在品德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重视培养其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儿童只有经历这种

澄清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所确立的价值观才是真正属于自

己的，才是牢固的。开展红色教育的过程中，我通过小讨论、

班级辩论等活动为儿童搭建脚手架，让其实现价值澄清。学

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我组织学生讨论：在新时代，我们该

怎样学习和传承长征精神？了解了有关延安军民“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故事，我组织学生开展“今天我们已经丰衣足

食了，是否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的辩论活动。在这些活

动中，儿童不断表达观点、甄别是非、建构认识，最终形成

正确的价值信念。只有经过审思明辨形成的价值观，才是真

正属于个体的价值观，才可能对个体的人生产生真正的影响。

儿童是新时代的主人，只有将儿童真正视为主体，给予

他们适切的红色教育，才能将红色种子播撒于童心，深植红

色基因，让理想信念代代相传，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希望

才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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