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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国家之所以会繁荣昌盛，离不开国内各行各业人士的不懈努力，在各行各业爱国人士的共同推动下，我国才会在短短几十年之

间就重新崛起，朝向中国梦方向前进。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新时期背景下的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程，更是和爱国主义一脉相承。所以教师有必要从小学道德与法治的课程内容中，挖掘与合理使用爱国主义素材， 通过营造爱国教育情

境以及播放各类爱国影视片 段， 配合各种实践学习活动， 培养学生的爱国理念和爱国情怀。这对学生今后一生的成长均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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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教育体系中，道德与法治以学生道德培养为目的，重视学生

的三观素质培养。不过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认知能力较差，缺乏自我管

束能力。因此爱国主义以及道德情操对学生来说往往像一句空话，建设

家乡、热爱家乡对学生来说也显得略有假大空的意味。过去我国所奉行

的应试教育，更是影响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发展方向，致使这门课程的

目的出现了偏离。 

1 深度钻研教材，从教材中汲取爱国精神 

道德与法治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着道德文化的教学，同

时也包含法治课程的内容，另外在道德与法治的课本当中也到处体现着

爱国主义。因此教师必须善于利用与挖掘道德与法治课程资料，深入钻

研教材内容，挖掘教材当中的知识点和爱国思想。在剖析与发掘教材内

容的过程中，教师应将以生为本作为基本理念，重视学生创造性、主动

性、积极性的调动。在尊重学生学习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合理选择

情感，加强学生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培养力度。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给和优化，教学时教师不妨从学生的生活中获取素材，从小事入手

分析爱国主义，用典型案例与事实结果说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感

染与鼓舞学生，使学生充分理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教师要以理服人、

以事感人、以情动人。 

2 营造学习情境，使学生感受爱国主义魅力 

情景教学是目前小学教育最常见的教学方法，教师在道德与法治课

程中同样可以用情境教学的方式，引发学生的爱国之情，提升学生的爱

国情感。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新颖有趣的教学活动吸引学生，使学生产

生活动参与热情。教学时，教师应先为学生描述我国耳熟能详的爱国人

士如屈原、文天祥、林则徐、邱少云等等。教师要在课堂中用激情悲壮

的描述引导学生走进刀光剑影的历史，加深学生对爱国人士的印象和爱

国胸怀理解。 

教学时，教师不妨结合时政热点进行爱国教育。时政热点能够将社

会发生的热点新闻导入课堂，在增加学生知识视野的同时，丰富教学内

容。因此时政热点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应用意义重大。教师要鼓励学

生多看新闻，在看新闻的过程中了解国家的变化，感受祖国发展的成就，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 

3 播放电视剧电影爱国桥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非常适合小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多媒体包含着大

量内容，且具有趣味性、活力性特征。在多媒体课件中，丰富有趣的文

字内容搭配上精美的图画和影视片段，能够从多重感官刺激学生，使学

生对爱国主义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基础上，提

升学生问题思考、分析与解决的能力。 

小学生因其年龄特征，思维更偏重于感性。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

可以通过动画、图像、声音刺激学生听觉与视觉，激发学生爱国感情，

开拓情感资源。如教师可以播放《南京、南京》、《上甘岭》、《狼牙山五

壮士》 等电影，使学生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同时也是让学生了解

到，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生活的如此幸福，是因为有着无数革命先辈为

了我们奉献了生命，用命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通过这样的过程，

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4 以课外实践为补充，提升学生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 

爱国主义是道德与法治的重点教学任务与内容，贯穿于整个教育的

全部环节。教师应将爱国主义作为道德与法治的教学核心，实现学生爱

国思想的培养， 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周一升旗时，师

生于庄严的五星红旗下，唱响嘹亮的国歌。在充满厚重感、激昂、高亢

的歌声里，学生的内心也将受到鼓舞。在升旗的过程中，迈着矫健的步

伐，亲临实地的感受爱国主义气氛。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受爱国主义

思想的感染，实现了爱国意识与爱国情感的熏陶和学习。当然教师也可

以带领学生慰问老兵，听老兵讲抗战的故事。带领学生进入图书馆，感

受历史的爱国气息。这对学生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理念培养均有着重要的

意义。 

5 结语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想、人格成长的重要阶段。人们常说孩子的心灵

就像一张白纸，教师就像一名画家，教师在白纸上谱写什么，白纸就会

呈现什么，白纸所呈现的内容就是孩子一生的写照。所以教师必须重视

学生的思维开导和情感培养，用优秀的爱国主义情怀贯穿学生的一生。

使学生成长为高素质、高修养的爱国主义人士。只有当爱国主义思想和

爱国教育理念真正的落实，小学教育才算得上真正的为社会输送了全能

型人才，这是推动小学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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