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

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

是中国红！”爱国，是人世间最深

层、最持久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核心，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民族繁荣

不懈奋斗。

拳 拳 爱 国 之 情 ，何 以 凝 练 为

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爱国

主义教育是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固本培元、

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新时代

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

本、成才之基。”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新

时代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需

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丰富教育内

容、拓展教育途径，把爱国主义教

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全过程和各

环节，为青少年打好人生底色。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要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

义高度统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

爱国主义最新实践，讲清楚爱国与

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致性，

讲清楚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

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教

育内容要落细、落小，教育载体要

可闻、可感，将以理服人与以文化

人、以情感人相结合，将课堂学习

与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相结合，积

极拓展课堂内外、网上网下多种教

育资源，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情景

和方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收获成长。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系统工

程，要协同推进学校、家庭、社会育

人力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教育

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在到自为。加快构建大中小

学一体贯穿、循序渐进的教育体系，针对不同阶段学生身

心特点和认知规律，精心设计、逐步推进，讲授方式上与时

俱进、入脑入心。同时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氛围营造

和文化浸润，在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日开展纪念活

动，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自

觉抵制损害国家荣誉的错误言行。

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又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引导广大学生把“心之

所系、情之所归”的爱国之情，升华为“祖国需要就是最高

需要”的强国之志，付诸为“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

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的

报国之行。如此，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切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

当。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相信广大青少年

会在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进一步了解国情民情，

强化责任担当，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砥砺

奋斗中展现青春力量，书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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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剧

场内，思政专场舞台剧《星辰·大地》

上演。 浙江大学供图

图②：重庆市龙台社区，志愿者

和孩子们一起参与爱国主义教育课

堂活动。 龙 帆摄

图③：江西省南昌市铁路第一

学校教育集团书院校区的学生们在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展主

题实践活动。 鲍赣生摄

图④：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思

源实验学校的学生们认真聆听航天

员们带来的“天宫课堂”。

王 将摄

版式设计：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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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聚焦深聚焦R

■■师说师说R

■■教育时评教育时评R

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2 月 5 日起，北京

市第十一中学推出线上“大思政”系列课程。从“一朵雪花

的浪漫”到“诗词之美”“地理之韵”，思政、语文、地理等学

科从不同视角解读冬奥会的文化与科技魅力，将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双向融通，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

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

的心灵深处。”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引导青

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打好人生底色，上好“大思政

课”，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如何将“大思政课”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我们

做了很多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在于，把思政小课

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例如，开展“打卡红色教育基地”

“致敬英雄”“我与冬奥”等系列实践活动，引领学生感悟百

年党史、感受时代变迁，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精神。

具体在“怎么教”上，探索出“思政主导、大主题、小切

口”施教路径。

一是突出主渠道建设。充分调动思政教师积极性，聚

焦“大思政课”的“课程”属性，坚持用好课堂教学这一主渠

道。学校成立了“大思政课研究室”，开展横向跨学科备

课，结合学科特点、需要，挖掘各学科思政育人功能。比

如，地理学科备课教学中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事例。

二是开门办思政课，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确定大主题，

发掘小切口，让思政课更生动易懂。例如，讲脱贫攻坚，我们

确立了“大国之治”的大主题，聚焦在一个个脱贫攻坚故事

上；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确立了“致敬英雄”的大主题，

落脚于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感人事迹上；等等。

此外，创新“大思政课”传播载体，拓宽教学资源和手

段。与主流媒体合作，开发线上思政课程，每期专题以师生

读、亲子读等多种形式切入，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

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有效落实“大思政课”育人功能，

要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思政小课堂与社会

大课堂生动结合，坚定学生理想信念，筑牢学生思想根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校长）

上好“大思政课”

打 好 人 生 底 色
崔楚民

“1949年，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之战兰

州战役打响……”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

区华林路第一小学，兰州战役纪念馆的

10 余名讲解员为学生带来精彩的“开学

第一课”。根据学生特点，讲解员们精心

设计授课内容：一年级课堂上，为学生们

生动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三年级课堂

上，通过实物模型展示国家科技成就。

“发挥社会大课堂作用、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和资源，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校

长王秉乾介绍，学校距离兰州战役纪念

馆、兰州市烈士陵园仅有 2 公里。近年

来，学校因地制宜用好红色资源，主动

对接实践教学基地，设计符合学生认知

特点的教育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将红色资源“引进来”，华林路

第一小学还注重带学生“走出去”，开展

实践教学。学校与兰州战役纪念馆共同

培训“小小讲解员”，让学生们学讲红色

故事。六年级学生刘欣经常在课余时间

来到纪念馆参加培训，熟悉解说词、学

习讲解技巧。“我已经参加了 5 次讲解

活动。”刘欣说，在纪念馆里收获了很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在活动中变得更

加自信。刘欣的班主任陈天惠说：“同

龄人讲故事时，孩子们更听得进去。”

近年来，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

兰州战役纪念馆学习参观。今年 6 月，

毕业班学生在纪念馆参加了“红色少年

毕 业 季 ”活 动 ，上 了 一 堂 特 别 的 思 政

课。“我们希望引导孩子们树立坚定的

理想信念，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心中牢牢

扎根。”王秉乾说。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路第一小学

挖掘红色资源 树立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吴 月

“你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生命才

有意义……”在江西南昌师范学院逸夫

楼礼堂里，青风学堂的学生们正在拍摄

《红霞满天》，这是根据革命伉俪张朝

燮、王经燕的故事创编的情景剧。“我们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观众一起触摸历

史，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南昌师范学

院团委书记幸灵敏说。

青风学堂是南昌师范学院打造的

青年思政工作特色阵地，致力于通过情

景剧、说唱等艺术形式，在学校、社区及偏

远山区等地进行志愿宣讲，传播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目前已巡讲巡演 500
余场，线上线下受众达 8000余万人次。

学生陈瑞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参

演了近 10 部红色故事作品，演出 50 余

场。“虽然常常排练到深夜，但每次演出

时看到台下观众感动的表情，我就觉得

特别值得。”陈瑞夷说，“在一次次表演

中，我们把信仰融入青春奋斗，让红色

成为青春的底色。”

每逢假期，青风学堂学生就会前往

井冈山、瑞金、于都等地开展红色走读，

深挖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收集素

材创编故事。学生牟若兰清晰记得，暑

期寻访革命烈士王金长的遗孀段桂秀

奶奶的情景。“段奶奶回忆，丈夫去打仗

前说至多去三五年。段奶奶不敢离开，

怕丈夫回来找不到她。但最终回来的

只有一张烈士证。”看着段奶奶潸然泪

下，牟若兰深受触动，“我更加坚定了要

编创好、讲述好红色故事的信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今的青

风学堂，已发展成为江西省学校红色文

化宣讲基地，在江西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建立了 33 支红色宣讲小分队。幸灵

敏充满期待：“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宣讲

小分队深入江西、走向全国，挖掘出更

多经典革命故事，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

基因，绽放青春光芒。”

江西南昌师范学院

讲述红色故事 绽放青春光芒
本报记者 闫伊乔

“大家认识视频中的这几种野菜

吗？”晚上 7点，山东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学生高天睿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抛出

问题。大家纷纷议论时，高天睿继续说

道：“这些野菜，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用来

充饥的珍贵口粮。”跟随着高天睿的讲

述，全班同学感受到红军长征胜利的来

之不易，体会到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国庆前夕，历城二中开启“学党史、

感党恩、做勤志少年”主题宣讲活动。

周一至周五每晚 7 点至 7 点半，高二所

有班级同时开讲。每个班级推荐 1 至 2
名学生作党史宣讲员，轮流到不同班级

宣讲。从中共一大召开到井冈山会师，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工作者到

时代楷模，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

除了思政课本身，如何丰富形式、

拓宽渠道，开展学生喜爱的爱国主义教

育，一直是学校思考的问题。去年至

今，历城二中学生宣讲团开展了 600 多

次党史宣讲，内容翔实，形式丰富，利用

朗诵、歌唱、情景剧、视频等方式，充分

调动台下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我们的初衷是以讲促学、以学促

行，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时效性和

感染力，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李新生说。

在历城二中，爱国主义教育无处不

在。升旗仪式上，学校会邀请一些在平凡

岗位做出不平凡贡献的人，为学生作“国

旗下讲话”；每天收看新闻联播，老师会

结合重大新闻事件开展主题班会……“爱

国主义教育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与

积极性，孩子们会拥有持久的奋斗动力，

焕发出更绚丽的青春光彩。”李新生说。

山东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开展党史宣讲 激发爱国热情
本报记者 丁雅诵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展出的一双草鞋前，湖北武汉市第二初

级中学八年级学生李奕嘉久久驻足。

“草鞋，是当年革命先辈艰苦跋涉、

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我们青年一代

应牢记历史，不负青春。”从纪念馆回来

后，李奕嘉用心绘制了一幅手抄报，正

中间就是那双沾满泥土的草鞋。

这是日前武汉市第二初级中学开

展的一次红色寻访活动。为厚植学生

爱国情怀，学校组织成立了“先锋致远

红色印记”寻访队，鼓励学生利用社会

实践、班会课等时机，走进红色教育基

地，感悟伟大精神力量，赓续红色血脉。

寻访队员们通过查阅文献、制定寻

访目标、确定寻访路线，实地走访红色

场馆。学校思政教师吴文君说：“走进

革命旧址，观摩革命文物，倾听革命故

事，既是寻访之旅，也是心灵的洗礼。

每周一升旗仪式上，寻访队员们还会将

所见所感分享给全校师生，极大激发了

大家的爱国热情。”

校长王新说，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

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利用红色资源，

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用，让思政课活起

来、实起来，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为丰富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学校重

点打造了“红色悦读亭”。吴文君将思

政课搬到“红色悦读亭”，带领学生诵读

红色家书，朗读《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经

典片段，引导学生学习百年党史，感悟

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吴文君说，通过线下追寻红色足

迹，线上分享红色经典，能够有效培养

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

行，激发他们铭记历史、奋发图强的爱

国主义情怀。

湖北武汉市第二初级中学

追寻革命足迹 感悟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金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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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最

持久的情感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是一个人立德之

源源、、立功之本立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指出，，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上下功夫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

学生心中牢牢扎根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教育引导

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立志听党话立志听党话、、跟党走跟党走，，立志扎根立志扎根

人民人民、、奉献国家奉献国家。。

国庆前后国庆前后，，全国大中小学全国大中小学

广泛开展形式丰富的爱国主义广泛开展形式丰富的爱国主义

教育教育，，培养学生爱国之情培养学生爱国之情、、砥砺砥砺

强国之志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实践报国之行。。本期本期

教育版教育版，，我们选取我们选取 44 所学校所学校，，展展

现他们深入现他们深入、、持久持久、、生动的爱国生动的爱国

主主义教育义教育，，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把爱我中华的种子

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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