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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思政课堂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就必须重视全国教

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精神以及相关文件要求，从爱国与爱

党、爱人民的统一中理解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价值，并以此为根据深刻理解一体化背景下

思政课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要求，准确把握爱国主义情怀的时代意义，将其按照不同

的学段要求落实于思政课教学中，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与时俱进的更新，以提高中

小学思政课铸魂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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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当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中小学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中，有些教师对如何

在新时代背景下落实爱国主义教育还存在一些不很明确的认识。本文拟通过对与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几

个问题的梳理，为教师在中小学思政课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提供参考。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要求

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的思政教育重点内容。从新时代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要特别关注以

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新要求。

１．全国教育大会。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下功夫”的要求，其中“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是总书记专门讲的。总书记强调“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

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含义深刻，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有一段时间，“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国家”

是分开讲的。“热爱中国共产党”多被赋予政治意味，“热爱国家”则被解读为国家意识培养。从某种意义

上来讲，原来有些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不够全面。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厚”，就是一个由古至今的传承

和延续的过程。这种传承和延续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政课建设来讲意义重大。有些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讲

古不讲今”，只说悠久的传统的历史、灿烂辉煌的曾经，不说正在发展的当下和我们美好的未来。从“厚

植”的意义上来讲，这种讲法是不太合适的。总书记的这篇讲话中，在讲爱国主义情怀的时候，特别强

调“热爱中国共产党”，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明确的倾向，即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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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实际上是为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铺就底色。

２．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于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来说，这次座谈会是一个里程碑事

件，需要广大教师深刻领会总书记座谈会讲话的核心内容及其意义。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人民日报》头版

头条刊发了新闻通稿，让我们了解了座谈会讲话的核心内容，２０２０年《求是》杂志第１７期又刊发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并随后出版了这个内容的单行本。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对比研究，

哪些内容是二者都有的，哪些内容是单行本有的。从比较中，我们可以找到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的发力

点。比如，在两个稿子里，都有“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表述，而单行本中

在此之前特别强调了“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①这

就为我们理解前述要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只有真正理解了这句话，才能理解“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这一要求在思政课中的价值所在。全国教育大会所讲的内容，是就一般意义的

教育来说的，回答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才培养问题，而思政课要解决的是“铸魂育人”的问题，比“立德

树人”更进了一步，我们也 可 以 把 它 理 解 为 要 求 更 高。那 为 什 么 有 这 个 高 要 求？恰 恰 就 是 前 述“前 沿 阵

地”的意思。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讲，思政课要落实的“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全国教育大会的要求有

所不同。而前述那段话，正是理解这种不同的关键。对于这些内容，我们要结合单行本的内容，进行全

面理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思政课要面向未来１０年、２０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为今天的学生成为未来的社会中坚铺就思想底色。这是教育的使命担当，也是党和国家

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从这个高度理解思政课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落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要”的要求，其中之一

就是要“有情怀”。有什么情怀？这在新闻通稿里是看不到的。而在单行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

书记讲到了三个情怀，即家国情怀、传道情怀和仁爱情怀。家国情怀跟爱国主义教育直接相关，即对国

家和民族的深沉感情，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那么传道情怀讲的是什么？就是对思

政课教育教学有执着追求。每一位思政课教师对这种执着追求，都会有一些体悟。思政课教学工作的意

义在哪里？不在于眼下学生记和背的东西，而在于他们毕业１０年、２０年以后，将来某个岗位上有突出

的成就以后，不后悔当年学过的政治课。这样一种传递对每个思政课教师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再就是

仁爱情怀。我们讲仁爱的时候，往往是从“仁者爱人”的角度来理解的。但总书记明确把仁爱情怀解释为

“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心中始终装着学生，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

课”，这里所说的仁爱，是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和对学生的爱的“浑然一体”，这正是“厚植”所要传

递的共同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这样一种共同性的东西理解好，爱国主义教育就还是虚的，还是不能

到“厚植”的意义上，无法体现新时代的要求。这对思政课教学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３．《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２０１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

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进行

了细化的设计。在这个文件里，明确引用了总书记所讲的“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等说法，并明确了落实这些要求的实现方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件所明确的思政课改革创新

的重点中，“家国情怀”是其中之一，文件所明确的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主线为“五爱”，“爱国”是第一位的

要求。而且，文件明确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生动地体现了爱国

主义教育所强调的一个基本的和基础的层面。在这份文件中，对于思政课建设，有三个层次，我们这里

所讲的“重点和主线”是“中间层”，“核心层”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最

外层”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落点”和“抓手”。通过系列化的认识，让思政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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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页。



育能够逐渐落在实处，能够发挥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对于当下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乃至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推动国家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要求

如果说前面几个文件是从教育整体和思政课建设的角度关注爱国主义教育的话，那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的直接根据。具体而言，《纲要》提出的几个方面尤其需要引起思政课教师的重视。

１．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纲要》开宗明义提出：“爱国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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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对爱国

主义传承性的最好说明。爱 国 主 义 情 怀 不 是 今 天 才 需 要 强 调 的，而 是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品 格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一以贯之地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２．对于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性的理解。《纲要》明确了新时代的背景，并提出在此背景下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价值。结合对百年大变局、“后疫情时代”“奋斗新征程”等内容的理解，我们就能

更好地理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意义所在。“始终高扬爱

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爱国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

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这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也是新时代对爱国主义教育提出的

要求。只有以此为育人导向，才能“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家

国情怀”，与前文所述的当前思政课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点”相对应，突出的

就是我们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环节中所强调的国与家的一致性。结合“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

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认识，以及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要求，这里的

家国情怀，是党和国家、人民的一致性的必然表达。

３．对于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的理解。《纲要》明确提出了“坚持从娃娃抓起，着眼固本培

元，凝心铸魂”的要求，提出“两结合”，以及“注重落细落小落实、日常经常平常，强化教育引导、实践

养成、制度保障”等策略。这些方面，对于思政课教学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４．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与扩大对外开放关系的理解。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关起门

来自我封闭的教育，更不是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世界人民利益之上的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

景下，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彰显大国风范、承担大国责任、体现大国智慧的爱国主义教育。

５．对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和重点的理解。《纲要》概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１）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从思想根据角度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２）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这是从理论制度方面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３）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这

是从现实发展方面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４）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这是从精神动力方面落实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这是从历史延续方面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从文化传承方面落实爱国主义教育；（７）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这是从国家民族方面落实爱国主义教育；（８）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这是从根本保障方面落

实爱国主义教育。在当前的中小学教材中，涉及以上八个方面的内容，都是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的抓手。

有了这个文件的根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思政课堂就有了落地的根据和基础。

６．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重点和路径的理解。《纲要》明确提出“把青少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

之重，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的要求，明确提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教材编写和

教育教学中，明确提出思政课作 为“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的 主 阵 地”的 重 要 性，强 调“让 有 爱 国 情 怀 的 人 讲 爱

国”。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也是思政课需要落实的关键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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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段落实

当前思政课建设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要求实现一体化建设。从这个背景来

说，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要按照这一要求，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在不同学段的落实方式问题。对

此，结合当前的几个重要文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认识。

１．课程目标的学段匹配。根据《意见》，思政课的课程目标在大学落位于使命担当，高中落位于政治

素养，初中落位于思想基础，小学落位于启蒙道德情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宣部、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分别对“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

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

使命担当”进行了详细说明。落实这些要求，爱国主义教育在各学段思政课中的目标设定也就有了比较

可靠的根据。

２．课程体系的学段匹配。根据《实施方案》，小学和初中开设“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主要讲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品德、法律常识、中华文化、心理健康等”，普通高中则开设“思想政治”必修课程和

选择性必修课程，必修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包 括“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经 济 与 社 会”“政 治 与 法 治”“哲 学 与 文

化”，选择性必修课程围绕“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等。这些内容，和现行的

教学在课程名称上基本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与正在进行的义务教育段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修订关联密切，而普通高中阶段的这个课程体系目前已经在全国逐步推开。爱国

主义教育主要依托这些课程得以实现。另外，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

中设计的选修课程，并没有在《实施方案》中出现。这一类型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要不要存在、如何存在

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３．课程内容的学段匹配。《实施方案》对各学段的课程内容，分别从基础和结合点的角度进行了层次

区分。小学阶段“以学生的生活为 基 础”，结 合“看 到 什 么”“听 到 什 么”，落 实 各 项 教 育 内 容；初 中 阶 段

“以学生的体验为基础”，引 导 学 生 明 确“是 什 么”，落 实 相 关 教 育 内 容；高 中 阶 段“以 学 生 的 认 知 为 基

础”，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落实育人任务。从这些差异性的表达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小学的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结合各学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适当调整。结合《意见》中所说的“高中阶

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课程内容的

学段匹配也就有了更明确的根据。

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与时俱进

作为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需要充分落实前述要求，更要根据时代的

发展不断更新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更新正是保证前述发展“持续性”的重要方式。

就当前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引起教师们的重视。

１．讲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总结过去、谋划未来的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内容，包括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也包括从现在开始到２０３５年中国的现代化强

国之路的统筹设计。在思政课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不仅要充分关注这些内容对当下的育人价值，更要

关注这些内容对学生未来的影响。因为，现在的高中生到２０３５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主

力军。今天的思政课堂给他们描绘的蓝图，最终将在他们手里变成现实。

２．讲好伟大的抗疫精神。２０２０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年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斗争中，中华民族凝聚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

里所说的几个方面，都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时代反映。用好

抗疫故事，讲好时代精神，是对总结和传承这些精神财富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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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讲好劳模 精 神、劳 动 精 神 和 工 匠 精 神。中 华 民 族 向 来 以 勤 劳 勇 敢 著 称 于 世。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明确的劳模精 神、劳 动 精 神 和 工 匠 精 神，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也必须讲好体现这些精神品质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民族的理念传承。这也是思政课

堂落实“五育”融合必不可少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劳动精神的表述，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最近概括进行更新。

４．讲好孺子牛、拓荒牛和老黄牛精神。在２０２０年末的全国政协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

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②的要求，为辞旧迎新赋予了不同凡响的

时代内涵。这个讲话信息量很大，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第一，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２０２１年是牛年，我

们期待实现“华丽转身”；第二，２０２１年还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现代化 新 征 程 的 起

点；第三，２０２１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把这三件事一起考

量，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习近 平 总 书 记 所 讲 的“不 忘 初 心，牢 记 使 命”。这 正 是 厚 植 爱 国 主 义 情 怀 的 重 要

落点。

我们国家的未来在青年人身上。学生们今天在思政课堂埋下爱国主义情怀的种子，等他们成长为社

会栋梁时就会成为呵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跟我们的学生讲未来，讲的不是我

们的，而是他们自己的。这 是 我 们 所 有 思 政 课 教 师 必 须 深 刻 意 识 到 的 一 点。我 们 讲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的 时

候，一定要从这个意义上让学生意识到这个事跟他们是直接相关的，是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切身发展和

前途命运的。有了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厚植”才能让今天的种子在明天开花结果，让未来的中国繁花满

园。只有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撑得起这片“江山”，我们的教育才真正做到了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正是我们

今天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２０年度优先关注课题“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研

究”（项目编号：ＣＩＥＡ２０２００２７）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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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理论视野

①

②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