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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忠军 欧建雍

爱国主义教育法于1月1
日起实施。爱国主义自古以来
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
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
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民
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情
怀维系着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
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
自强不息、不懈奋斗。将爱国
主义教育法融入高校思政课，
是提升思政课实效性的内在要
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各
方面力量，强化融合之成效，教
育和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将其有
力、有机、有效地融入日常生
活。在实践路径上，要不断优
化资源，丰富融入之内容；加强
师生互动，拓宽融入之视域；创
新教学方法，增强融入之动力。

爱国主义教育法
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

颁布爱国主义教育法，为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制度
保障，是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
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也为
高校思政课教育和教学活动的
进行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法治
保障。

这是培养广大青年爱国情
感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广大青
年肩负着祖国的前途和未来，
要敢于奉献、勇于付出，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努力奋斗，在奋斗中创造精彩
的人生。特别是在面对着人生
际遇和选择的时候，广大青年
要甘于奉献，要把爱国之情、强
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
个人理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有机统
一起来，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
值。在激昂的岁月中，创造出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
于人民群众的社会贡献。

坚持以史为鉴，培育广大
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的理论自
觉。将爱国主义教育法融入高
校思政课，有利于培养广大学
生树立大历史观，教育和引导
广大学生坚持以历史思维审视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引
导广大学生以中国立场、世界
眼光，洞悉国内外形势，以大历
史眼光审视过去和现在所发生
的事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党
史观，厘清各种错误思潮的本
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
广大学生深刻认识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三位一体，自觉将
个人行动有机统一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伟大实
践之中。

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广大
学生构筑崇德向善的道德高
地。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
的根本性任务。高校思政课作
为发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性课程，将爱国主义教育法融
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通过对历
史的梳理和探究，增强广大学生
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教育和
引导广大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
家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爱国主义教育法
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原则

爱国主义教育法融入高校
思政课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展规律。要依托教材体系和
传统教学课堂，从完善教学内
容、激发广大师生积极性、采取
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等角度出
发进行创优，不断增强针对性
和实效性。

坚持问题导向，解疑释
惑。将爱国主义教育法融入
高校思政课，要强化问题意识
和问题导向。以思政课教学
内容为出发点，围绕学生的思
想困惑以及理论中热点和难
点问题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
安排。从实践和生活中寻找
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作为教
学资源。要避免教学内容重
复化和同质化倾向，在教学内
容上严格布局、有效把控；优化
好教育资料选取，要站在历史
和时代高度，以系统思维和全
局眼光把握好相关资料，不断
优化学习教育资源库，选取具
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作为讲授
的内容，将其与各门学科的教
材体系、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
点有机融合，提高思政课教学
的针对性、实效性，讲好党史
故事、中国故事、青年故事。

加强师生互动，达成“视域
融合”。在融入过程中，要注重
加强师生之间互动，发挥教师
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达成教学过程的“视域融
合”，提升互动效果。将爱国主
义教育法融入高校思政课，要
实现教师、学生、教材等关键要
素之间的有机统一，不断拓宽
融合视域，促进教学主体间的
相互理解与意义共识的有效达
成，进而提高教学效果。要通
过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师
生间的有效互动，找到视域融
合开展的契合点和交互点，实
现融合目标。要充分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作为思政课教师
要注重教学的引导，善于循序

善诱，主导好教学过程；要充分
激发广大同学的主体意识，积
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
学习过程中，将广大学生从依
赖性学习转变为自主性学习，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培养历史思
维，开阔历史视野。

爱国主义教育法
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

爱国主义教育是多层次、
多维度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
等目标一致、内容相通。这为
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广阔视域，提出了更高要
求。优化教学资源，丰富融入
之内容。爱国主义教育涉及面
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
内容的优化和完善是推进爱国
主义教育法融入高校思政课的
关键所在。要坚持以“内容为
王”的基本教学原则，以优化教
学内容为基本支点，实现爱国
主义教育法的学习与思政课育
人功能的相得益彰。

依托现有的教材体系，夯
实教学内容。爱国主义教育法
将党的指导思想，“四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
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列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开
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思政
课教学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
源，立足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
义情感这一重要主题，依托大
学阶段所开设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
课程，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法融
入高校思政课。

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
段。信息化教学手段是适应经
济社会智能化、信息化发展的
内在要求。要依托线上资源，
着力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法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混合式金课。在
教学活动中，高校要依托思政
课网络在线教学平台，增加爱
国主义教育法学习板块，以各
门课程的特点选取素材，丰富
大思政课教育的相关内容。要
做好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工作，
优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教学资
源；要加强线上和线下互动式
教学。要充分利用智慧校园、
大学慕课、超星课堂等平台，为
广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可供选择
的学习平台和学习内容。通过
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式教学，广
大教师可以进一步了解学情状
况并解疑释惑，促进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的渐次实现。

爱国主义教育是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高校
思政课应充分发挥好思政课作
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
用，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
讲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道理蕴
含，积极引导广大学生践行好
爱国主义教育法。将爱国主义
教育法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
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淬炼品
格，增强本领。在融入过程中，
要注重培养广大学生的法治思
维和法治能力。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广泛深入开展，充分体现
立法的效果，教育和引导广大
学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爱国
主义教育观，不断增强对党的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在学习过程中，了解过去、
把握当下、开拓未来。（第一作
者系广西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广西
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广西社
会道德文化研究会会长）

■夏坚元

作为一所有着60余年历
史的离岛农村学校，浙江省舟
山市岱山县大衢中学始终立足
海岛实际，不断夯实文明校园
创建根基，通过打造校园文化、
净化育人环境、开拓课程建设
等，有效推动文明成为校园最
美的底色。

近年来，大衢中学合理规
划布局，通过校园绿化、美化，
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办学目

标进行全面渗透，使全校师生
更加注重养成发展，提升内在
素质。

“特别是这两年，学校新
建、扩建、改建了一批教育基础
设施，如体育馆、音乐教室等，
校园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大
衢中学校长王建军称。

此外，该校还与周边社区
等紧密联系，不断强化综治工
作，努力把学校建设成规划科
学、制度健全、文化氛围浓郁的
安全、文明、和谐的美丽校园。

“身上的红马甲，就是一份责任
——守护校园安全，与孩子们
共成长。”站在校门口的马路
边，家长志愿者汤女士看着朝
气蓬勃的学生们安全入校，脸
上也洋溢着笑容。

“在‘双减’背景下，学校积
极挖掘海岛优质教育资源，不
断夯实校园文化底蕴。”王建军
介绍，学校根据不同学生的兴
趣爱好，通过“引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开设丰富多彩拓展
性课程，如陶艺课、合唱课、剪

纸课等，因材施教，积极培养学
生艺术鉴赏能力、科技创造能
力、动手实践能力等，不断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更令人为之欣喜与振奋的
是，近年来，岱山县持续加大教
育资源向离岛倾斜，有计划地
选派一批优秀骨干教师、银龄
教师到离岛支教。“教有特色，
学有特点。”大衢中学教导主任
洪辉说，“办好百姓家门口的学
校，不断放飞海岛学子的梦想
是每个教职工共同为之努力的

方向。”
多年来，大衢中学还始终

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学
校体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先后获得舟山
市第九届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
会篮球比赛第三名、岱山县第十
八届中学生男子篮球比赛第一
名、连续三年获岱山县初中组女
子乒乓球团体冠军等荣誉。

社会信任、家长认可、学生
热爱……蓝天之下，大衢中学
这所离岛农村学校闪闪发光。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大衢中学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大衢中学：：

打造校园文明高地打造校园文明高地 放飞海岛学子梦想放飞海岛学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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