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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

人人都热爱祖国，但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让爱国主义
教育形式多样、丰富有效？今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教育系
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各级各类教育的各个环节。开展“走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考验着每一个教育人。

爱国主义教育， 实质上是培养公
民对国家积极认同的教育。 谈国家认
同之前， 我们必须对认同本身做一个
思考。 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认同，首先必
须对人或事有充分而全面的了解，然
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与抉择。 即，认
同是在信息掌握充足的基础上经过自
我判断而作出的积极选择， 其关键是
自我判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体在
自我判断的过程中，理性参与面越广、
程度越深，其结论的稳固性越强、影响
的时效性也越长。

没有充足的信息， 判断与选择就
无从谈起，理性也就无法参与。 没有
理性参与的认同一碰即碎 ， 毫无价
值。 因此，要想形成积极而稳固的认
同 ，一是信息的充足性 、全面性要有
保障，二是要充分发挥主体的理性参
与作用。

反思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是
多数把关注点放在“爱”上，将其置于
感性的层次之上。 这种感性之“爱”是
极其脆弱的。 谈爱国、谈国家认同必须
基于理性，真正的爱国是理性之爱，真
正的国家认同也只能是理性认同。 二
是过于强调信息的简单化和纯化。 为
了达到既定的目标， 我们只说自己的
“好”、不说自己的“孬”；只宣扬自己的

长，不谈自己的短；只说自己的光荣与
自豪，不谈或少谈自己的屈辱；只谈自
己的成就，不谈差距。 选择源于判断，
判断基于信息。 过度简化和纯化的环
境，使得判断与选择失去了可能，完全
将理性参与排除在外。 它除了导致国
家认同教育内容空洞， 形式呆板、机
械，手段全凭重复灌输外，根本不会有
其他益处。

或许有人会担心给予充足和全面
的信息，会导致判断或选择错误。 二战
期间， 当战争快结束时， 为了鼓舞士
气， 盟军开始宣传胜利马上就要到来
了。 士兵们也很快相信了，但部分将领
却不太相信。 因为军官们有自己的判
断，他们深知战争的变数很多。 后来盟
军改变宣传策略， 分析敌对的双方在
兵力、武器、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各自的
优势与劣势，综合得出结论，盟军在整
体上是有优势的，胜利是必然的。 将领
们很快就认同了这个结论。

反观青少年， 他们都有自己的判
断能力。 国家认同教育必须给予他们
判断的机会，尊重他们的判断能力，培
养、引导他们运用理性进行判断选择。

国家认同，包括政治、历史、文化
和语言认同。 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效
果在这 4 个方面都必须以理性为基，

强化理性判断与理性选择， 在全球化
时代，这尤为重要。

以历史认同为例。 历史认同就是
要在拥有足够史料的基础上， 进行理
性分析与判断。 学史， 掌握历史事实
只是基础， 重要的是培养历史思维，
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在对史料进行理
性分析的过程中， 国家、 民族所经历
的苦难、 曲折、 经验教训及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等均了然于胸，历史责任感
必然会产生。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中有一句话：“惟知之深，故爱之切。 ”
意思是，不懂历史，空谈爱国，难免流
于形式。 没有深入的理解，没有对比、
没有甄别， 所有的观点都会成为无根
之木。 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 语言认
同，莫不如此。

国家认同事关长治久安， 事关政
权系统的合法性， 事关每一个人的幸
福。 对青少年进行国家认同教育时，教
育者要给予学生足够的资料， 以核心
价值观作为引导，让学生在运用辩证、
历史、发展、唯物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作出理
性判断与选择。 在较为微观的经济、军
事、科技、教育等领域，这种认同教育
的方法同样有效。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南漳县巡检中学）

到底该如何上好爱国主义教育
这一课？ 我认为，教师的作用举足轻
重，就像园丁对于幼苗的成长成才所
起的作用一样。

教师要做学生心中爱国主义精
神的播种者。 教师是学生最信任、最
依赖的人之一，教师的言行会对学生
的思想、 行为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此，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在孩子心中
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要持之以恒
地 “浇水 ”、“施肥 ”，促使其 “生根 ”、
“发芽”，渐渐长大。 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应当利用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
动，并通过学科教学环节，全方位、多
渠道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在
不断的潜移默化中将爱国主义的种
子深深地植入心灵。

教 师 要 做 学 生 成 长 的 “过 滤
器”。 青少年的思想成长过程是他们
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
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吸收来自
家庭 、社会等各种各样的思想 、行为
“营养”，而在这些“营养物质 ”中 ，不
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毫无作用乃至
有害的“物质 ”。 这时 ，作为教师 ，要
起到 “过滤器 ”的作用 ，尽量为他们
过滤掉那些对成长无益乃至有害的
思想及行为 ， 从而使他们能在健康
的环境中成长 ， 避免受到不良思想
的影响或毒害。

教师要做好学生行为的“矫正器”
和引导者。在这个多元发展的社会中，
学生难免会接触到一些不健康思想和
不良行为，这时，教师要善于与学生交
流、交心，做他们的“知心朋友”。 只有
孩子们能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教师才能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向，
了解他们内心的真正需求，才能及时
发现他们思想行为的不良倾向，从而
及时作出预案 ，采取行动 ，引导他们
走出思想误区。

爱国主义教育要贯穿于青少年
的德育全程中，不可偏废。 而教师，就
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他们的“守护
者”。 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们要时刻做
好自己，从思想上、行动上修炼自己，
既要保持思想上的正确性、 纯洁性，
还要始终在言行上与之保持高度一
致， 更要在教育方法上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 ，通过言传身教 ，使孩子们能
够自发自愿地接受教师的 “传道”和
“守护”。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爱
国主义教育没有诀窍，唯有全社会齐
心协力，给青少年打造一个良好的教
育环境，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
长，才能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武冈市稠树
塘镇中心学校）

教师要当好守护者
□周卫军

今年 1 月，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 着力运用微博、 微信等网络新媒
体，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有
效拓展课堂内外、网上网下、平台载体
的爱国主义教育引导， 创造浓郁的校
园文化氛围， 使学生处处受到爱国主
义教育的感染。

教育部这次发文的重点， 是创新
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与途径，这在“互
联网+”时代很有必要。 如果再用传统
的方式和途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很难起到好的效果。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多以灌输 、
说教等方式为主， 包括在教材中编写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与故事，在
课堂上进行国情教育， 在课外举行爱
国主义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 通过这
样的教育， 学生也许可以说出一些与
爱国有关的知识， 但对于究竟什么是
爱国，为什么要爱国，概念却很模糊。
比如，有的学生可以大谈对国家、对民

族负责的大道理， 但对自己的言行却
不负责任，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在网
上发言讨论有关国家、民族的话题时，
不遵守互联网规则， 时常站在道德制
高点， 对他人进行辱骂， 甚至人肉搜
索。 这些行为已经涉嫌触犯法律，其做
法根本不是爱国，而是打着“爱国”的
旗号伤害他人。

再比如， 对于爱国有一句广为流
传的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于
是许多学生理解为， 只要对国内某一
事物提出批评意见，就不是爱国。 进一
步延伸到学校， 只要对校内事务提出
批评，就是不爱校、不爱国。 这是对爱
国主义的误读，是以“爱国”名义反对
质疑和批评，掩盖问题与矛盾，对国家
的持续进步和发展不利。

因此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必须
改变传统的灌输 、说教方式 ，在课堂
上 ，要实行交互 、探讨式教学 ，让学
生学会独立思考 ，理性表达 ，深入理
解什么是爱国、如何表达爱国。 与此

同时 ，在课外要创造条件 ，让学生积
极参与社会实践 、公益服务 ，了解社
会 、培养社会责任感 。 另外 ，还需要
改革学校的治理模式，让学生随着年
龄的增长，逐渐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
监督中。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更重
要的是创新学校教育环境， 促进教育
公平公正，让学生从教育发展、学校办
学中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精
神是需要耳濡目染的， 不公平的教育
和社会环境很可能对学生的爱国主义
教育起反作用。

校园浓郁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
当然不只是横幅、标语、人文景观、各
种仪式， 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学生拥有
平等的发展机会， 感受到作为中国人
的权利和尊严。 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
长的学生， 他们会珍惜这些权利和尊
严，也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而
形成全社会的合力。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互联网+”时代如何爱国
□熊丙奇

认同教育要以理性为基
□赵世庭

爱国主义教育是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的永恒主题，具体到日常的
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必须扎扎实实
做好“三落实”工作，即落细、落小、
落实。

落实于“细”。 “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先哲的话千百年来依
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作为教育者，
必须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 有聚
焦爱国主义教育的想法， 善于从瞬
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中、 从习以为常
的教育教学中发现点点滴滴爱国主
义教育的“因子”和“种子”，并小心
地植入学生心田，小心呵护，久而久
之， 爱国主义教育就会有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 就会在学生脑海中生
根发芽。

落实于 “小”。 “勿以恶小而为
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天下难事比作于易”。 细易
之处的“小”，因其小往往容易被人
们忽略。 教育本没有什么大事，在
人们眼中似乎都是不起眼的 “小”
事，小到穿衣戴帽，小到一颦一笑。
但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从不起眼的
小处做起，春风化雨才能点点入地。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一样要从日常
小事抓起。 每周的升旗仪式、 每次
的班会课、每次找学生谈心、每篇课
文、每次作业，都可以作为一个平台
或载体， 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项
内容渗透进去， 不知不觉， 化大于
小，让学生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落实于“实”。 “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任何好的教育目标不认真落实都只
能是“空中楼阁”，难以起到化人育
心的功效。 教师必须抓住教育中的
细事、小事，以钉钉子的精神，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做下去，善
始善终、善做善成，久久为功。 将这
些细事、 小事认真落实到每堂课的
教学中， 落实到每次社会实践活动
中，落实到每次爱心公益活动中，才
能让爱国主义教育真正起到实效。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邹城市中
心店镇老营学校）

要善于
“化大于小”
□张学炬

社会赋予教师神圣的责任感，教育学
生是教师的天职。 可是，有一种教育叫“被
自愿”，每每想起，都不禁让人唏嘘。

某县城小学， 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号
召学生家长自愿订牛奶。 但是，可能有些
学生喝不惯或家长根本不想订，总会有些
学生没有订教师推荐的牛奶。 为了教育不
自愿者，每次喝牛奶时，教师都会让没有
订牛奶的学生走下座位， 到班级后面，面
对黑板站立。等待订牛奶的学生滋滋地喝
完牛奶之后，才被允许回座位。

有位家长含着泪说她家的孩子更乖，
等教师拎着牛奶入班时， 没等教师开口，
小孩就主动走向教室后的黑板。

还有的家长听孩子说过这件事后，第

一反应就是从钱包里抓一把钱， 跑向学
校，找到教师要求补订牛奶。 我听后，心里
一颤。 眼前仿佛出现几个没订牛奶的小孩
面向黑板站立，静静地听着别的小孩滋滋
地喝牛奶的声音。 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
感觉与孩子的心一起被“虐”了。

另有某学校， 要求学生自愿订校服。
由于个别学生因家庭贫困或觉得校服质
量不好、 样式不好看等原因而没有订时，
为了教育不自愿者， 班级每次开展活动，
教师都要求学生穿校服，没订校服的学生
则被教师“放假回家”或“待在教室”。 时间
一长，学生不能正常参加班级活动，脱离
了群体，促使这部分学生成了格格不入的
“另类”人。于是，学生与家长再也不敢“自

愿选择”了。 想到待在教室或在家里翘望
窗口的孩子无助的眼神时，我感到自己与
孩子的心又被“虐”了。

再有某小学， 教师为了方便与家长联
系，向学生家长宣传自愿订购“校讯通”。 为
了教育不自愿者，教师布置家庭作业，不在
放学时布置，而是等放学后一两个小时通过
“校讯通”发到家长的手机上。 这样，没自愿
订购“校讯通”的家长，孩子便没办法收到教
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等着第二天挨批评吧！
想想孩子第二天因没“自愿”订“校讯通”而
站在讲台上挨批评的无助神情，我与孩子的
心再次被“虐”了。

此外 ，教师让学生 “自愿 ”订购学习
资料、 试卷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如果有

学生不自愿 ，将会受到 “特殊教育 ”。 而
这些教育 ，都是对学生的 “虐心 ”行为 。
这种 “虐心 ”的精神伤害 ，将深深刺伤学
生的心灵， 给学生带来长期甚至是永久
的痛。

对于这种不时上演的学生 “被自愿”
现象，也许教师们也有满腹委屈，因为这
些有可能是学校的统一要求，教师只能被
动地执行。 但是，哪怕学校的要求不能违
反， 教师起码应该做到不特殊对待孩子，
这应该是一名教师所要守住的底线。

但愿我们的教师，都能低下身子，倾听
学生的心声，从心灵上关爱学生，真正让“被
自愿”变成“自愿”，教育的明天将更美好。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固镇县民族中学）

“被自愿”的教育何时休
□王 锋

教育之怪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