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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课堂中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意识
陈礼碧

贵州省平塘县通州中学　贵州　黔南州　558304

摘　要：21 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成果愈加明显，外来文化、观念不断涌入国内，这无疑会对年轻人的思想观念造成一些影

响。初中生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键阶段，如果被某些不良外来思想影响的话，那么显然会令初中生形成

不好的行为习惯。因此，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学生培养成一位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园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本文对如何在课堂中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意识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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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青少年来说，对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
之基的认识亟待加强。然而，由于物理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集
中于西方世界，教师虽然不乏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但
在以往的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单一，方法单调，通常
是由政治课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学习
方式枯燥且乏味，效果并不理想，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在
其它学科教学中适当添加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比如中学物
理教学。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有利于
消除学生的抵触心理，让学生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在被灌输，
而是在物理课堂中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使爱国主义教育
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可以拓宽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途径，
不再是单一地在政治课上学习理论。

一、初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爱国意识的现状
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极其容易受到某些不良思想

的影响，进而令他们形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现如今，“全
面发展”是素质教育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教师不仅要完
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且要令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也
就是要重视“德育教育工作”。我国在十八大中指出：要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的课堂教育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我党在十八大中提出的重要论述，同时也是完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爱国主义思想”，同
时也要求人们形成坚强的拼搏意志，以及热爱生活、热爱家
国、社会的意识，而且要求人们形成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
态度，这些正是学生所需要的品质。总之，在课堂中渗透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学生成为热爱祖国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如何在课堂中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意识
物理学科的教学核心包括以教材为基准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研究表明，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合理展开爱国主义教育，
能让学生了解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关于物理学的发现与创举、
科学家孜孜不倦研究科学的精神以及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
高尚情怀和感人事迹。基于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讲授近年间
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再联系到我国的基本国情，
由此构建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潜移默化的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意识，从而树立学习目标，为未来成长与
发展铺垫坚实的知识与精神基础。

（一）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提高学习物理热情
伴随国家发展脚步的迈进，我国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不

小的进步，科技水平正在不断攀升。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时
可以参考我国的先进科技成果，帮助学生了解祖国发展现状，
加深记忆与理解。比如，学习望远镜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将
世界上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即拥有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将位于我们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介绍给学生，
学生在感叹祖国科技发展迅速之余，会由内而外的产生学习
物理的动力。讲到月球内真空环境声音不能传播时，教师可
以介绍我国的登月研究历程和最新进展，学生通过讲解会知
道我国嫦娥四号已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并发送回月球背面信
息，成功完成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月背着陆为世界第一位。
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的讲解能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激
发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二）在中学物理中渗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爱国之情
在 2017 年版课标中指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革命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学生每天都会接受来自世界
各地的大量信息，由于学生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关于传统文化
的储备，很容易被以日韩为代表的国家的媒体带歪，从而对
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和自卑，所以要加强青少年的
文化自信就必须学习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传统
文化重视自然之美，物理作为一门研究物质基本的运动规律
和形式的学科恰好能与其进行良好互动，让学生充分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让爱国之情在传统文化的滋润中生长。由于
中华文明对自然的崇敬，所以有大量描写自然现象的诗词，
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仅表达了梅花
的淡雅娴静，也表现出了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
这一特点，再结合韩国网友误以为江疏影是模仿韩剧中“姜
素英”名字一事，可以更好的教育中学生要保护、继承和发
扬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诗词中可以体现物理原理，
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谚语和歇后语也是十分珍贵的物理教学
资源，比如较为常见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就解释了当对物
体施加同样大小的力时，受力面积小的压强大；“真金不怕火
炼”也能够呼应教材中雷火炼殿部分的内容，说明了火的温
度小于金的熔点；还有“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反
应的就是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平面镜所成的像是关于镜面对称
大小相等的像。诸如此类，都表现出勤劳的中国人民与自然
相处时的伟大智慧。还可以将古代发明和书籍与现代化的物
理教学相融合，比如在地磁场中介绍指南针的发明应用及对
世界海上格局的影响，在《墨经》和《天工开物》等古代著
作中表现的古代人民的智慧。在物理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
化，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人与自然的关
系，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在培养学生
爱国之情的同时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感。

（三）在情境创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无论在引入环节，还是在物理概念的建立或物理规律的

探究中，都经常要创设问题情境。情境是激发学习兴趣，发
现和提出物理问题的基础，情境的载体就可以成为渗透爱国
主义教育的途径。教学组织的关键在于教师在适当的时机由
内容自然引出简短的点拨，虽然不排除短暂引导、明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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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讲述过多。例如，在学习“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时选择
C919 国产大飞机的首飞视频。师播放 C919 大飞机的首飞视
频，师生观看，教师适时引导。再如，“平抛运动”的引入选
择 2019 年女排世界杯决赛最后一球的比赛视频。在视频播
放结束时，教师随即边模仿这一球的击球动作，边说“漂亮
吧！这一球的发法就是物理学里的平抛！不过女排取胜靠的
还有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这值得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生活中去学习和践行”。

（四）在教材阅读中感受爱国主义情怀
现在的物理教材已非常关注展现爱国主义的素材，对青

春期的高中生而言，阅读中的自我感受有时比听取讲授更加
有效。教学组织的关键是提醒学生对相关内容的关注和激发
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例如，“几何光学”的开
篇就引了一段史料：我国的墨翟及其弟子所著的《墨经》一
书记载了光的直线传播、影的形成、光的反射等现象，堪称
世界最早的几何光学著作，它比欧几里得还早 100 多年。在
教学中使用此段教材内容时，教师可强调哪位同学注意到这
段话了吗？可以分享你的感受吗？又如，学习光导纤维时可
以阅读“1966 年，33 岁的华裔科学家高琨提出：光通过直径
仅几微米的玻璃纤维就可以用来传输大量信息。高琨因此获
得 200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根据这一理论制造的光导纤维已
经普遍应用到通信领域，这其中就用到了全反射原理。”教师
可引导学生体会到华夏儿女对现代科技的贡献，并不止杨振
宁等一两个人。

（五）了解我国古代科技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
通过文献资料得以考证，世界上很多发明创造都最早出

现在我国，不过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这一点。基于这一现状，
教师在讲授课本知识时可以适当结合史料予以介绍，帮助学
生降低学习难度，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科技。比如，学到小
孔成像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墨子》中关于小孔
成像的记录为学生讲解知识内容，通过讲解学生会对课堂教
学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还可以学到在古代这一现象被叫
作《格术》，体会古代文明的魅力。学习磁场时，教师可以导
入指南针的发现和发展历史，让学生清楚指南针是我国四大
发明之一，先是发现了磁石具有指极性，将其制作成勺形放
置于平面可以指出南方，这一时期大概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
到公元 50 年间。作出改进是在很多年后，大致是南北朝唐宋
时期，确定以罗盘针形式存在，磁针略微偏东，不是正南方。
学习杠杆原理时可以结合秤的发现历程予以讲解，诸多古代
发明都足以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文明之厚重，学生
了解后会产生民族自豪感，进而在主观能动性的催化作用下
更加积极的学习物理知识。

（六）在物理学习中认识中国与世界
有句话叫做“一出国，就爱国”，也就是当我们去了国

外，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就会
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在中学读书的学生很少有去国外
了解世界的机会，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带着学生去看世界。
在物理教学中知识点结合时事切入，会让学生对所处的世界
产生更加真实的认识。在学习电磁感应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介绍三峡水电站的工作原理以及世
界上其他国家水电设备的特点，在后面电能的输送部分也有
对我国特高压和电网的介绍。刚好联系美国德克萨斯州遭遇
寒潮导致电网瘫痪，深入分析，为什么占全美四分之一的天
然气和四成原油产量的资源大州会因为一场寒潮而断电，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州的电网是私有，一旦遭遇意外，电价就
会暴涨，投机资本就会在低价时屯电，然后高价卖出，造成

电力更加稀缺且价格涨动幅度更大，再加上德州电网封闭，
排斥其他州和联邦政府，导致无法获得支援；另一方面是因
为政府完全不作为，两党都把这场灾难作为下次选举筹码，
共和党归因于奥巴马政府时民主党建的风力发电因寒潮冻住
无法发电，民主党则坐等州长因抗疫和寒潮应对不力下台，
所有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与我国电网布局和西电东
输做对比，并不需要刻意去给学生灌输，学生在认识这件事
情本身的时候自然就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
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新时代的中学生成长在和平稳定的环
境中，也从未仰望过灯塔，所以他们更加需要了解世界，了
解我们的国家。通过物理课堂去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环
境的关系，进而认识世界，培养胸怀天下的爱国情结。

（七）介绍物理学家事迹发扬爱国精神
在物理教材中有很多物理学家的感人事迹，喜欢听英雄

事迹和崇敬英雄是中国人民流淌在血液里的朴素价值观。这
些物理学家的光辉形象和爱国精神会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指引青少年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物理
学家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在中国最贫弱的时候回到祖
国，参与国家建设。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回国前已
经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挂美军上校军衔，在祖国最需要的
时候，他放弃了一切，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为中国的导
弹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弹元勋”邓稼先博士毕业后直
接放弃在美国的“大好前途”回到祖国，甘愿隐姓埋名，在
死亡之海中造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
钱三强与其夫人何泽慧也放弃国优厚外待遇回到祖国，建设
我国原子能事业。除了共和国的铸剑人，还有很多优秀的科
学家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人民科学家”南仁东为了“天
眼”工程费劲心血，终于造出了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坚持用母
语演讲；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先生在晚年回到
祖国，为国家培养人才。老一辈科学家不仅为国家建立卓著
的功勋，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这些为共和国奋斗终生的科学家的爱国
事迹和爱国精神具有无比珍贵的教育价值，作为物理教师，
应该充分利用好先辈留下的财富讲好物理和物理学家的故事，
形成物理的学科文化，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态
度与责任，给物理教学赋予灵魂。

三、结束语
物理学科与生活、国家发展密不可分，初中物理教师可

以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从历史发展、先进成果等角度入手为学
生讲解国家发展与变化，以此激发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精神。在物理教学中渗透爱国主
义教育，培养学生基于爱国主义的核心素养是新时代物理教师
的光荣职责。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激发青少
年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变革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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