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青少年学生
发出仇视外界乃至外国的过激言论，作
为教育工作者，这样的言论既让我们尴
尬，也让我们担心。 而在这背后，一些打
着爱国主义教育幌子的仇恨教育更让
我们担忧。

仇恨教育其实是误国教育。稍有理
性的人都知道，仇恨教育并非爱国主义
教育，它不仅无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
成长，也有损国家的形象。 那些充满暴
力、泛滥成灾的抗日神剧，那些不良的
宣传报道，或多或少在孩子们的心中埋
下了仇恨的种子。前几年，在西安、长沙
等地反日游行示威中，砸车、砸店甚至
伤人的所谓“爱国青年”，就是仇恨教育
的受害者，他们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法
律的代价。 课堂上，个别教师不负责任
的过激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使青少年学生深陷仇恨
暴力的泥淖而不自知。

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应忘记历史，
当代青少年学生， 尤其不能忘记十九世

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 这百余年的近
代屈辱史。 然而，我们认识历史、铭记历
史，并不是将来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而是要汲取历史教训， 时刻警惕不能让
悲剧重演， 铭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
世界和平。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加深仇恨，而是
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认同、 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增强青少年学生作为中
国人的自豪感。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喊
口号，而是情感教育、心灵教育，形式应
该多种多样， 观看优秀的影视作品，阅
读爱国主义书籍，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形式，
一定要切忌形式主义、灌输主义，那样
只会适得其反，损害青少年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感。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他们的
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因此，厘
清仇恨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区别，警
惕仇恨教育误导广大青少年，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

仇恨教育并非爱国主义教育
□吴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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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我国中小学的德育现状，可以说
没有哪一所学校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然
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
义教育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 就形式而
言，程式化的弊病依然存在；就内容而言，
与切合实际还有些差距……那么，如何才
能让中小学生真正有效地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呢？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教育家钱穆在
《国史大纲》 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惟知之
深，故爱之切。 ”他的意思是，不知历史，空
谈爱国，难免流于形式。 知之深才能爱之
切，爱国即是如此。

有鉴于此，就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而

言，要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进行系统
而明晰的安排。 因为从客观上讲，大多数
中小学生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的“知”，仅是
肤浅的总体印象，可谓知之不深，这又如何
能涵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呢？

比如，不少中小学生都知道“731”“三
光政策”这些词，但并不知道其背后代表了
什么，更不了解那段屈辱的国难史；不少学
生都知道“血战台儿庄”“百团大战”，却弄
不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血泪……因
此我认为，在让学生“知国情”“明国史”的
基础上，要给学生一份保底“清单”，让学生
对历史和国情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份“清
单”要系统安排在中小学课程之中、团队活

动之中，甚至渗透在各科教学之中。
由此，在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自尊心

的同时，我们不应该缺少“忧患教育”。 古人
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这方面，美国
的做法或许能给我们启示。美国总统奥巴马
向退伍军人发表演说时，不是列举二战以来
美国“值得荣耀的胜利”，而是阐述那些数不
清的危险与考验。 再向前追溯，美国从建国
那天起，政治家们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民
众也是战战兢兢。 这种危机意识不仅使美国
人自己从未陷入自我陶醉的满足之中，而且
使美国人的爱国意识更加深沉，并且随时准
备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其实，真正意义
上的自信和乐观是不拒绝忧患意识的。在国

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这种忧患意识不是
更具有现实意义吗？

我们总是教育学生为我国的“地大物
博”“幅员辽阔”而自豪，但是今天，我们已
经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人口过多、底子较
薄、资源相对紧缺，我国还有许多家庭未能
步入小康之列……

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既要让学
生知光荣，又要让学生知耻辱；既要让学生
知机遇，又要让学生知挑战；既要让学生知
希望， 又要让学生知困难。 一切的爱都是
由“知”而起的自发情感，爱国主义教育更
是如此。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爱国须先知“何为爱国”
□秦咏中

学校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主阵地。但当下，爱国主

义教育在校园的效果并不

理想，甚至面临诸多困境。

从课程标准上看，爱国

主义教育被“窄化”到少数

学科。在中小学所有的课程

标准中，除语文、政治、历史

3科在学科目标中对爱国

主义教育有明确要求外，其

他学科则少见或不见相关

要求。这导致在一些学科教

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往往会

被忽略。

从实施环节上看，爱国

主义教育被“肤浅化”。爱国

主义教育应涵盖“知、情、

意、行”四大要素，当“情、

意、行”无法进行纸笔测试，

而教学评价又唯分数论的

情况下，爱国主义教育在教

学 中 被 简 化 为 一 个 要

素———“知”。所以，强行灌

输、死记硬背、检查过关充

斥在课堂内外。

从教学地位上看，爱国

主义教育被“边缘化”。大多

数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学科

教学，是提高教学成绩。德

育工作一直处于“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

要”的尴尬境地，爱国主义

教育也不例外。

从学校层面上看，爱国

主义教育被“形式化”。学校

每年都要举行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如学雷锋活动、祭

扫烈士陵园、观看爱国主

义影片等。让学生在活动

中接受教育，本意很好，但

活动效果如何却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关注

度不够。为“活动而活动”，

甚至偏离目标的活动屡见

不鲜。

（湖北省南漳县胡营小
学 赵世庭）

困境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何为爱国？爱国要注意哪些问题？仇恨教育
是真正的爱国吗……这一系列疑惑，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说起爱国， 我不由得想起暑假前的
一幕。 一天午后，我转身刚想上楼，班里
的学生小宇手中的冰糕纸正好落在我的
面前。 我忽然想起前不久进行的爱国主
义主题教育，便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小宇。

“你爱国吗？”小宇一惊，说：“当然爱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乱扔垃圾呢？ ”“这与爱
国有关系吗？ ”他惊讶地看着我，“如果日
本鬼子打过来，我一定会冲在最前面！ ”
我心里一颤：难道这就是孩子们心中“爱
国”的全部内涵吗？

其实，对于中小学生，我们的语文课、
思品课无不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因此，提
到“爱国”两个字，孩子们并不陌生。 例如，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
光、 宁愿自己被烧死也要一动不动地趴在
地上的邱少云……这些悲壮的故事孩子们
早已耳熟能详， 并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学
生的心中，成为他们崇拜的“爱国”楷模。

于是乎，孩子们一提到爱国，首先想到
的是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 对于生逢
盛世的孩子们来说，爱国似乎是一件距自
己很遥远的事情。 他们或是等待奋勇杀敌
的机会，或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爱国无
门，奈何？

乍看上去，好像是孩子们的价值观出
现了问题。 孩子们空有爱国之志，却不知
道自己该如何爱国。 殊不知，孩子们这种

“高大上”爱国观的形成与我们的爱国主义
教育息息相关。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
缺少的不是对孩子的爱国教育，而是我们
的爱国主义教育太“高大上”，以至于有点
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对孩子们来说是可
望而不可即，因此，孩子们望“国”兴叹也就
不足为奇了。

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究
竟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爱国主义
教育呢？

我认为，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
力宣传为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
的英雄人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适应
孩子的心理特点，化大为小、化抽象为具

体，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爱国情感变为孩子
们切切实实的自觉行动，从自己做起，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爱国就要从认真写好每一
个汉字、上好每一节课开始，爱国就要从不
随手乱扔垃圾、保持好教室卫生开始，爱国
就要从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桌椅板凳开
始，爱国就要从遵守学校班级纪律、过马路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开始……这些点点滴滴
的事情其实都是爱国行为。

爱国主义教育若能如此，我想，当我们
再遇见孩子，问：“孩子，你爱国吗？ ”相信每
一个孩子都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爱国
啊，我已经做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菏泽市实验中学）

爱国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胡桂敏

禹天建/绘

你爱国吗？

我爱国！

你怎么
爱国？

？？？

爱 国 要 从
身 边 一 点
一滴做起！

写
好
字

有
礼
貌

上
好
课

守
纪
律

誗如何率先抓住机遇，顺应高考改革趋势，深化
英语教学改革？

誗如何将英语打造成学校的优势科目，提升学
校品牌和影响力？

誗如何探索信息技术与英语学科深度整合的途
径与方法？

誗如何提升英语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建设有竞
争力的英语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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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国小学名校特色课程研讨会
赢在趋势，啄破英语教学改革的困局

“新高考背景下英语教学新模式”研讨展示会
中国教师报将于 9 月 26 日-27 日在北京举办英语课改专题会，锁定“新高考背景下英语教学新模式”，

特别邀请国内外业内专家现场智慧分享、成果展示。 诚邀您带成果、带问题、带智慧共赴专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