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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学生的塑造离不开教师的教育与引导,因此教

师的家国情怀素养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从小学语文教师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小学语

文教师的家国情怀教育之路；其次分析了在家国情怀教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挑战,并基于此提出相应建

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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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sm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of teachers. Therefore, teachers' patriotism 

literac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Secondly,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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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其核

心是国家情怀,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

而学生的塑造离不开教师的教育与引导,教师的家国情怀素

养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从小学语文教师

的角度入手,首先对家国情怀内涵和重要性进行分析,其次探

讨了小学语文教师的家国情怀教育之路,指出教师可以从加

强自身修养、钻研创新教法、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等方面来提

升家国情怀教育,最后分析了小学语文教师家国情怀教育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挑战,包括信息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教育资

源分配不均、“唯分数论”导向、跨学科教学整合,并提出相

应建议对策。 

1 研究背景 

1.1小学语文教师家国情怀的内涵 

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可以分别从“家”、“国”、“情怀”

来分析。《说文解字》一书中将“家”解释为“居也”[1]；在《现

代汉语词典》中则指“家庭的住所”[2]。随着社会发展,“家”

的范围逐渐扩大,涵盖更广泛的含义。另外,“邦也”和“国家”

分别是对“国”的解释。而“情怀”可以解释为“含有某种感

情的心境”。综合起来,“家国情怀”用于描述一个人对家庭和

国家的感情和心境,具有深刻的意义[3]。 

1.2小学语文教师具备家国情怀的重要性 

1.2.1基于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新课程标准》着重指出,要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得以全方面发展。《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年版中强调传统、革命和先进文化对学生语言表

达和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学段特点,科学规划各

主题学习内容,要求这三个主题占比六至七成,以确保教育目标

的有效实现[4]。 

1.2.2时代发展的需求 

2014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中指出了家国情怀的重要性,基于此来落实立德树

人的理念。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随着社

会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们获取其他国家文化的

方式越来越多,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一些国家会以某些方式

过度宣扬自己的文化,而小学生的思想观念正处于萌芽阶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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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左右。因此家国情怀教育成为当代

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2 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文章的家国情怀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生的,具有

民族性,因此文章只分析国内对于家国情怀教育的研究现状。 

在家国情怀概念的研究上,张倩[5]认为家国情怀源远流长,

涵盖个人、家庭、国家等层面的共同认同和热爱,同时也是一个

人责任感的表现。家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

行为。杨葵等人[6]认为家国情怀是深深扎根于中华儿女心中的

向往,它是积极长久的,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由此可见,家国情怀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非常重要。 

在家国情怀价值的研究上,林建华等人[7]指出经过漫长历

史洗礼,家国情怀仍然焕发着活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家国情

怀为核心,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能够团

结凝聚力,推动国家发展；习总书记特别指出家国情怀的重要作

用。在当今的时代,我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需要全社会

培育出家国情怀,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促进民族复兴发

展[8]。 

在家国情怀教育的研究上,魏国琴等人[9]研究发现,中小学

阶段的家国情怀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方法简单、教学效果

一般等,并基于此给出对策；张怡等人[10]对开展家国情怀教学

的小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学校设计的课程主要侧重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对社会理解与包容的态度

和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总得来说,目前对于家国情怀教育的研究

越来越多,但在不同学段的家国情怀教育研究具有不平衡性,小

学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小学家国情怀教育领域,还存在

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3 小学语文教师的家国情怀教育之路 

3.1加强自身修养 

教师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为人师表”是教师的传

统美德。小学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方面,需要注重自身

修养的提升,这包括持续深入学习和思考国学经典、传统文化,

以及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和人文素养。同时教师应以身作

则,树立崇高的道德标准和良好的师德师风,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3.2钻研创新教法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家国情怀教育,小学语文教师需要不断

钻研创新教法,这包括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理念,探索适合

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可以通过故事讲解、课堂互

动、情景模拟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深入了解

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技

术,设计更加有趣的教学活动,提升教学效果和吸引力,让学生

更好地感受家国情怀的魅力。 

3.3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有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国情怀

教育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以关爱和尊重的

态度对待每一位学生,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建立

起相互信任和沟通的良好关系。通过与学生的深入交流和互动,

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情感需求,有针对性地

开展家国情怀教育工作。 

4 小学语文教师的家国情怀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4.1信息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 

当今社会呈现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学生通过电子产

品就可以轻松获取大量信息。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尊重

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学生,同时要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和

价值观。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学

生可能对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概念理解能力较差,或者缺乏

自信心,这会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 

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找到平衡点,化解文化冲突,可以通

过课堂讨论、故事阅读、多元文化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

欣赏不同文化的魅力,增强他们的文化包容性；在尊重多元文化

的同时,教师也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通过课堂教学

和校园文化活动,向学生介绍国家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培养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4.2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教育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

在线学习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学、随地学的

平台,但仍存在部分地区的小学教育资源匮乏,在线学习平台的

发展有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可能性,这会限制教师开展多

样化的家国情怀教育活动,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现有的资源,如图书馆、文化

活动场所等,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和实践体验,丰富

家国情怀教育内容；同时教师可以与同行分享教学资源和经验,

学校建立资源共享的平台,共同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 

4.3“唯分数论”导向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

成各种教学任务,这使得教师在进行家国情怀教育时感到时间

紧迫、任务繁重；教育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学科成绩和考试成

绩,这将影响教师的教学重心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教师可能更加

关注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而在教学中忽视了对家国情怀的培

养；另外,当前社会对学生学业成绩的高要求也使得学生和家长

更加关注学科学习,而忽视了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的培养。这也

间接导致了学校和教师对家国情怀教育的投入不足。 

因此,针对“唯分数论”导向的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需要

采取有效措施。一方面,可以适度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合理调

整课程设置,为教师在课堂中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开展家国情怀

教育。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综合考量学生的学科

成绩、素质发展和家国情怀等多方面因素。同时教师需要不断

提升专业素养,增强家国情怀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为学生的综合

素质培养做出更多的努力。 

4.4跨学科教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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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教育不仅仅体现在语文教育领域,还需要与其他

学科进行紧密整合,形成跨学科交叉的教学体系。在这样的教学

体系中,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 

教师需要对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有较为全面的

了解,能够发现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其次教师需要灵活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形成系统性的认知结构。此外,教师还需要

与其他学科教师进行密切的合作和沟通,形成有机的整体教学

方案。通过跨学科教学的整合。家国情怀教育不再局限于某一

学科的教学内容,而是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成为学生综

合素质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总结 

家国情怀是一个民族立足的魂魄,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基石。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时期,而语文课程是极其

富有人文色彩的学科,教师将家国情怀融入到语文课堂中是非

常必要的。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加强自身修养、钻研创新教

法、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等提升家国情怀教育。在小学语文课堂

的家国教育中势必会遇到多重挑战,如信息时代多元文化的碰

撞、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唯分数论”导向、跨学科教学整合,

小学语文教师在家国情怀教育的道路上任重道远,需要全体教

师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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