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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莹 （
江 苏省徐州 市铜 山 区郑集实验小 学 ）

一

、实验研究背景与实验对象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正

是以热爱祖国 、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 、 自强不息等为基本内涵的伟大民族精神 ，构成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 ，
成为维护 国家团结统

一

、鼓舞各族人民

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撑 。

正由于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 ，

党和政府、学界等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青少年学生爱国精神的培育 ，强调将爱国主

义融入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 ，且已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 但是 ，在

国民教育初始阶段的小学教育中 ，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 ：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 内容脱离小学生的实际 。 核心价值体系的 内涵较为抽象 ，
远离小学生的实际生

活
，
影响了他们的理解和接受 。 对于处在小学生爱国教育一线的学校和教师 ，

缺乏

的不是理论 ，
而是在培养学生爱国教育如何融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更多切

实有效的方法 。 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脱离小学生教育实际 。 目前学校主要是

以灌输形式进行爱国教育 ， 忽视教育过程中小学生之间 、小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

动 ，在社会层面的爱国教育过程中也存在着小学生低参与、甚至不参与的现象。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课题组认识到，在小学生爱国主义融入教育研究方面，如果更多地从实效性途径、方法这一重要视角进行，应该能取得更多、更为切实
有效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小学教育途径方法实验研究”子课题组，从2 0 1 2 年 9 月开始 ，试图通过各 种尝试和 探 索 ，采取多 种形式
载 体 、方法，努 力提高小学生爱 国 主义教 育 的实效 性 。经过半年多 的 融人教 育 和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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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实 验研究 ，取得了可喜 的 成 果 。

实 验对象 为徐州 市 铜 山区郑 集 实 验 小 学
一
年级到六年级部 分 班级学生；分 为

实验班和对照 班 。

二、融入教育 指标设 计

小学生是 祖 国 的 未 来 ，
“少年强则 国 强

”
。 在 小 学 生 的 成 长 过程中 ，加 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 体 系 的 引 领 ，对培 养 其 爱 国 主 义 等 在 内 的思想 道 德 素 质 ，塑造健康 、

健全的人格 起 着重要 的 作 用 。

由于小 学生年 龄 小 ，社会 阅 历极为 缺乏，融入教 育 指 标必须具体 ，可 操 作 性强。
一
是 将 爱 国 主义融人教 育 的二级指 标 分 为 四 个 ：

“
感 知 祖 国

”“
热 爱 家 乡

”“
忠于民族”“励 志报效”。这样设立的 依 据 是 ：对未 成 年 人 来说，热爱祖国 首先要 了 解 祖 国

的历史、地理、文化，感 知 祖 国 的 历 史 悠久、地域辽阔 ，民 族 伟 大 ，文 化 源远流 长 、博
大 精深；热 爱祖国 就 应 热 爱 家 乡 ，关心家 乡 ；中 国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聚 居 的 大 家庭，忠于祖国 就是忠 于 中 华 民 族 。 尤 其对学生来 说 ，热 爱祖国 就 应 学 好 本 领 ，长大 报 效祖国

（陈延斌 ：《建 构
“两纲八目”的 未成年人道 德 养 成 德 目 规 范 体 系 》，《道德 与 文 明 》

2 0 0 8年第 5 期 ）。二是依 据 年 龄段循序渐进 培 养要求 ，指 标设计分 低 、中 、高三个
年级段（见表1

） 。

表 1 爱 国 主 义 融 入小 学 教 育 指标体 系

｜ ｜  ｜价 值 观认知 目 标价 值 观践行目 标

在 幼 儿 园 教育 的 基础上提高 对 祖国1 ． 升 国 旗 、奏国 歌时 要肃 立、 脱 帽 、行注目 礼 ，少先
Ｍ的 认知 ：知 道 自 己 是中 国 人，知 道 国 队 员 行 队 礼。

名 、 国 旗 、国 徽、首 都 、 国 庆 节 ， 培 养 爱2 ．少先 队 员 主 动佩戴 红领 巾 ，保 持 整洁 。

国 的 朴 素 道德 感 情 。3 ．过 有 意 义 的 国 庆 节 及我 国 重 要 的 传 统 节 日 。

1 ． 能 说出 国 旗 、国 徽 的 主 要象 征 意 义；能 准 确 、 流 利

＾地唱 国 歌 。

ｔ了解中 国 的 基本 历史 、地理等 ； 知 道2 ．崇敬老一辈 革命家 ，了解他 们 创 建 新 中 国 的

ｇ
中 尊 敬 国 家 标 志 是维护 祖 国 尊 严的 事迹。

ｉ表现。3 ． 知 道祖国 的 行 政 Ｋ划 ，
基本会 看 中 国 地图 。ｍ4 ．知道诸如 四 大 发 明之类 的历史 知识；能背诵 部分经典古 诗 文 。

了解祖 国祕久历＊ 、杰岐贤 ＊ＵＳ Ｓ Ｓ ｉ 體 Ｉ織逼觀邮－些事 迹 。

高

赏 ＾

略 了解传 统文化 和 民 族 精 神
3 ：

｜ 遵 祟 ￥ 奮 4 翌§葉 5 誉Ｓｍ中的几个大事件。
4 ．经常 读 报 、看 电视、听 广 播 ，了 解 国 家 大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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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价值观认知 目标价值观践行 目标

知 道 自 己 的籍 贯及居住地的基本ｂｊｎｓ豪 定念傲屮：ｈａ？能諸
低 史：
地理情况，培养热 爱 家 乡 的 道 德

贡 献

2 ．主 动参加社区 活 动 ，为 建设家 乡 做 出 力 所 能 及的
＇^°ＷＷ

3

°

．
初 步 了 解 家 乡 的历史 ，知 道 家 乡 的 名 人。

％

＇黯名 4
’
1 置 襄 1 合聽1 ？通过 参 观、学 习 等 途径 熟 悉 家 乡 风土人情 。

Ｉ
中

2 ．
喜 欢 家 乡 的风景 名 胜 、文 物 古迹、城 乡 新 貌 等 。

｜参縫纖￡ 迹，增进热爱、夫冢3 ．能 为 家 乡 、社 区 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 情 。

了魅麥岛神■苗芥协以本的亦仆年Ｊ、、1 － 爱 护 家 乡 环境 、资 源 ，
不污染 自 然 环境 。

＾2．＃ 欢 家 乡＿景触、文 物 古 迹 、城 乡 新 貌 等 。ｗ
 ｉ Ｓ ｉ ｉ ｌ ｆ

展，培养对冢乡的基本
大 事

3 ？经常 读 报 、看 电 视 、 听 广 播 ，
了 解 国 家 和 家 乡 的

1
．

尊 敬 国 旗
、 国

徽 等 国 家 标 志 。

低 知 道一些
民 族 英 雄 的 故 事 ； 初 步 树 立2 ．爱 护 红 领巾 、队 旗 、国 旗 ，不污 损红领 巾 。

1Ｋ

忠 于国 家 、
民

族 的 道 德 意 识。3 ．积 极 参 加 少先 队 活 动 。
4．与少数 民 族 同 学 友 好 相 处 。

＾
看 到 损 坏红领 巾 、队 旗 、国 旗 的 行 为 能 自 觉 制 止

Ｉ
中

故于事国和家基 未 做 有 损 国 家 形象的 事 ；不说有 损 国 家 形 象

族的道德 意识；知道维 护 祖 国麵益。ｉ 尊重外 国友人，以 礼 相 待 ，不函、醜。


4 ．
友 爱 少数民 族 同 学 ，尊 重他 们 的生活 习 惯 。

ｉ．认真 读 书看报 、看 电视、听 广 播 ，了 解 时 事 〇

在 前 述 目 标 基础上明 确 热 爱 祖 国 、维2 ．不做 有 损 祖国 尊严的 事 。

高 护祖国 利益是 公 民应尽 的 义 务 ；树立3 ． 对 有 损 国 家 形 象 的 言 行 能 辨 别 、劝 诫 。
民族自 尊 心、自 信 心。4 ．

关心帮 助少数 民族同 学 ，尊 重 他 们 的风俗 习 惯 。



5 ．尊 重外 国友人，以 礼 相 待 ，不 尾 随
．
围观。

知 道
一些精 忠 报 国 的 故 事 、格 言 ；树1 ．

遵 守 学 习 纪 律 。

低 立长大 以 后
要

为 国 家 做 贡 献 的 道 德2 ．带 齐 学 习 用 具，上课认 真 听 讲 ，按 时 完 成 作 业。义务 感 。3 ．学 习 、景 仰 古 今 爱 国人物 、先进模 范 。

秦
中

8 畜 1 裔 1 審＆ 鲁
立成人成才、报样。

｜效国家的道德乂务感。3 ．崇 尚 古 今 爱 国 人物 、先进 模 范 ，学 习 他 们 的 事 迹 。

1 ． 明 确 学 习 目 标 ， 树 立长 大 建 设祖 国 、振兴 中 华 的

惠树 立为 祖国 未 来 而努 力 学 习 的 志向 ； 志 向 。

ｍ

增 强长 大 报 效 祖 国 的 道 德 责 任 意 识 。2 ．积 极 参 加 学 习 、慰 问 解 放 军 及 军 、烈 属 的 活 动 。

3 ．
养 成关心国 家 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 的 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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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 验 步 骤

（
一

）前 测

按 照课题研 究 的 计 划 步 骤 ，课题组对一二年 级 相 关 班级同 学 进 行 前 测 ，前 测 通过随机访问、口 头 回 答 ，实验老 师 进 行 笔 录 的 方 式 进行。 而对参 与 实 验 和对照 的三至六年级学生进 行 的 前 测 ，则 采 用现代 教 育 技 术 测试手段，进 行无记名 方 式上机网上答题，避免 了 相互干 扰 ，可信 度 较 高 。 另 外 ，测试前 告 知 学生问 卷 回 答 务必真 实 ，

匿 名且与 学 科 成 绩无关，这也减少了心理干 扰 因 素 ，保证了 获 得 数 据 的 真 实性，为今后的课题研究 奠定了 良 好基础 。

1 ．
一二年 级 随 机访谈 的 问 题及回 答 情 况
一二年 级 访谈 的 问 题 有 6个：（ 1 ） 国 旗 、国 徽 的 样 子、颜 色 及 代 表 意 义 。（

2 ）你

知道的祖国 的 名 胜 古 迹 有 哪些，说 出 3 个 ？ （ 3 ）我 国 国 庆 节 是 哪
一天？ （ 4 ）知道老

一
辈 国 家领导人的 故 事吗？ （ 5 ） 我 国 有 多少个民 族 ？ 你 是 哪 个 民 族 ？ （ 6 ）说出 自

己 家 乡 的全称 ，并 说
一

说 家 乡 的土特 产 。通过班 主 任 老 师 的配合 ，课题组随机访问 了 1 0 4 位
一二年级的 学 生 ，并 随 时记

录下学生回 答 的 内 容 。 根 据 实 验记录对上述6 个 问题进 行 了 分 析 ：

（ 1
）题：参 与 答题的 学 生有 5 3人能正确 回 答 ，占 5 1％。 有 3 2人只 能 回 答 出 国

旗 的 样 子 、颜 色及代 表 意义，但对国 徽 的 样 子 、颜色 及 代 表 意义并 不 了 解 ，占 3 1 ％ 。

还有 1 9 位 同 学 什 么 都不知 道 ，占 1 8％。
（ 2 ）题：有 7 2 名 同 学 回 答正确 ，占 6 9．2 ％ ；3 2 名 同 学不知 道 ，占 3 0 ．8％。
（ 3 ）题：有 9 1 位 同 学 回 答 正确 ， 院 占 8 7 ． 5％；有 1 3 位 同 学 回 答 不知道， 占

1 2 ．5％。
（ 4 ）题：有 4 4人知 道
一
些 老
一
辈 国 家 领 导人的 故 事 ，占 4 2 ．3％；5 8 名 同 学不知

道 ，占 5 5 ． 8 ％ ； 2 名 同 学 听不懂 问题，占 1 ． 9％。
（ 5 ）题：有 8 5人正确 回 答 ，占 8 1 ＿ 7％；1 9人不知 道 ，占 1 8 ＿3 ％ 。

（ 6 ）题：8 7人知道，占 8 3 ． 7％；1 7人不知道，占 1 6 ． 3％。
2 ．三至六年级上机调査及结 果对中 高 年级的 前 测 采 用 问 卷 调査方式 ，并 将 每个调查对象 的 答题结果做 出记

录 ，以 便后测 时 作 参 照对比 。前测 问卷共 有 1 4题，题目 均 在计算机房 进 行上机问答。题目是：
（ 1

） 爱 父母、爱 家 乡 也是 爱 祖 国 的 表 现，你 认为 对不对？ （ Ａ ．对Ｂ ．不对Ｃ ．不
知 道）

（ 2 ）我 们 应该把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作 为共同理想吗？ （Ａ ．应该Ｂ．不应该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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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道 ）

（ 3 ）

“
国 家兴亡，匹夫 有 责

”
（国 家 的 兴 盛 和 衰 败 ，每

一个人都 是 有 责 任 的 ） ，这

种 说 法对吗 ？ （Ａ ？对Ｂ ？错 Ｃ ．不知 道 ）

（ 4 ）林 则 徐 虎 门 销 烟 ，是 爱 国 主 义 行 为 吗 ？ （Ａ ？是 Ｂ ．不是 Ｃ．不 知 道 ）

（ 5 ）雷 锋 助 人 为 乐 ，是爱 国 主 义行为 吗 ？ （Ａ ．是 Ｂ ？不是Ｃ ．不知 道 ）

（ 6 ）前
一

阶段，民 间人士自 发 去 东 海 保卫钓鱼岛 ，您认为 是 爱 国 主 义 行 为 吗 ？

（Ａ ．是 Ｂ ？不是 Ｃ ．不知道）
（ 7 ）工人精心生 产 ，农 民 辛 勤 耕 种 ，解 放军日 夜 守卫边疆，是 爱 国 行 为 吗 ？ （Ａ ．

是 Ｂ ．不是 Ｃ．不 知 道 ）

（ 8 ） 有 同 学上课 不注意 听 讲 、下课不遵守 校 规 校纪，别人批评 他 他不服 气 ，说

“这和 爱 国 主义不沾 边 。 你 等 着 ，如 果 敌人人侵 我 国 ，我 第
一个报 名 参军。”这 种 说

法对吗 ？ （Ａ ？对Ｂ．不对 Ｃ ．不知 道 ）

（ 9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国 歌 名 称 是 ：（ ）

（ 1 0 ）写出 我 国历史上五位 爱 国 英 雄 ：（ ）

（ 1 1 ）方志 敏 和 杨 靖 宇 哪 位 是 抗 日 英 雄 ？ （Ａ ． 方 志 敏 Ｂ ． 杨 靖 宇 Ｃ ．不知 道）
（

1 2 ）
“一

国两制”是 谁 提 出 的 ？ （Ａ ．毛 泽 东 Ｂ ．邓 小 平 Ｃ ．江泽 民 Ｄ．胡 锦 涛 ）

（ 1 3 ）写出一本 你 看过的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书 籍 名 称 ：（ ）

（ 1 4 ）我 国 女 中 学生参 加 在瑞典举行的数学奥赛 ，瑞 典政府 给 各 参 赛 国升挂国
旗 ，唯 独 中 国 没 有 。 你 觉得她们 应 该 提 出抗议 吗 ？ （Ａ ．应该Ｂ．不应该 Ｃ．不 知 道 ）下发 1 5 0 张 调查问 卷 ，收 回 有 效 问卷1 3 0 张 。经详 细分析 ，各题回 答正确 的人
数及百分比 为 ：（ 1

）
1 〇 5 人，占 8 0 ．7 6％；（2 ） 8 7人，占 6 7 ％ ；（ 3 ） 1 0 4人，占 8 0％；（ 4 ）

1 0 6 人，占 8 1 ．5％；（ 5 ） 7 6人，占 5 8 ． 4％；（ 6 ） 9 5 人，占 7 3％；（ 7 ）1 0 2人，占 7 8．5％；
（ 8 ） 7 7 人，占 5 9 ． 2 ％ ；（ 9 ） 8 9 人，占 6 8 ．5％；（ 1 0 ） 9 7 人，占 7 4 ． 6 ％ ；（ 1 1 ） 1 0 2 人，占
7 8．4 6％；（ 1 2 ）1 0 6 人，占 8 1 ．5％；（ 1 3 ） 9 2 人，占 7 0 ．8％；（ 1 4 ） 6 9 人，占 5 3 ． 1％。

（
二

）教育 方案 设计 与 实 施
从低 、中 、高 年 级中 各 确 定

一
个 班为 实 验 年 级，对 实 验班同 学 除 参 与 学 校组织

的 各 种 活动 外 ，重点 进行 爱 国 行为 的 教育 。 兹分 别 列 举 具体 实 施 的 部 分 活动 方案 。
〔 低 年 级〕

具体 活 动 举 例

一

：《讲英 雄 ，学 英雄》
通过学 讲 英 雄 的 活 动 ， 为 小 学 生爱 国 行 为 提 供 英 雄 典 范 人物 引 领 。

1 ．活 动 内 容 ： ① 向 实 验班下发 活 动 方 案 ， 征 集 英 雄人物 的 故 事 。 ② 收 集 、整 理
英 雄 人物 的 故 事 。③ 分 成小 组以

竞 赛 的 形 式进行 讲 故 事
比 赛 。

④
以

“
我 心中 的 英

雄

”
为 主题， 出

一
期 自 办 小 报 。

2 ．活 动方式 ：调査、阅 读 、资 料查询 、交流 、比 赛 、办 报 等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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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 动 时 间 ：前 期
——

调査、阅 读 、资 料 査 询 等 活 动 为 期 两周 。 拓展一交 流 、比

赛 、自 办 小 报 等 活 动 为
一

个 月 ，甚至更 长 时 间 。

4 ．活 动 后延伸 ：从不同 的 途 径 寻 找 英 雄 的 故 事 ，进 行 学 习 ，演 讲 ，做 进
一

步 的

交 流 。具体 活 动 举 例二：一年级入队 教 育入队 教 育 是 爱 国 、爱 党 教 育 的基础 。 在
一

年级建 队之前 ，辅 导 员要做 好 充 分 细致的入队 前 的 教 育工作 。 队 前 教 育 的 中心内 容 是

“六知五会一做 到

”。
“六知”：一知 道少先 队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创立和 领 导 的 。二知 道红领 巾 是 队 员 的

标 志 。 它 代 表红旗 的
一

角 ，是革 命 先 烈 鲜血染 成 ，每个队 员 都 应该佩 戴 它 、爱 护 它 ，

并 为 它 增 添 新 的 荣 誉 。三知 道 队 礼 ：右 手五指 并 紧 ，髙 举 头上，它 表示人民 的 利 益

高于一切 。 四 知 道 队 的 目 的 是 ：团 结 教 育少年 儿 童 ，爱 祖 国 、爱人民 、爱 劳 动 、爱 科

技 、爱 护公共 财 物 ，立志 为 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 化 强 国 贡献力量。五知道队 的 作风
是 ：诚 实 、勇 敢 、活 泼 、团 结 。六知 道 队 员 队 章里规 定 的 都要做 到 。

“五会”：一会 唱 队 歌 ；二会 系红领 巾 ；三会 行 队 礼 ；四 会 呼 号 ；五会人队 誓 词 。

“一
做 到

”
：Ｂ卩队 员人队要为人民 做

一
件 好 事 ，这是队 章 的 规 定 。 做好事 的 习惯同学们从人队 前 就要培 养 。人队后队 员还要经常 做好事 。好事可以组织起来做，更需要同 学 们 自 己 找 着 去 做 。

（提示：一年级学生理解 能 力 差 ，

“六知 ”教 育
一

定要根据 他 们 的特点进行 ，多

搞
一
些 生 动 有 趣 的 活 动 ，如 举 行 故 事 会 、看 革命影 片 、参观访问 、做 游 戏 等

一
项
一项地进 行 教 育 。）

〔中 年级〕具体 活 动 举 例
一

：家 乡 变 化 知 多少
1 ． 主 要内 容 ：爱 家 乡 是 爱 国 的

一

部 分 。本项 活 动 内 容 与 中 年 级段的 《 品 德 与

社会 》 教 材 内 容 有 关，涉及到 家 乡 的 地理位 置、风土人情 、风 俗 习 惯 、风味 小 吃 、家

乡 的 变 化 等 方 面 。

2 ．活 动 前 准 备 ：当地地图 、旅 游 图 、调查问 卷 等 。
3 ．

活 动 时 间安排 ：前 期 调査——约三周 时 间 ，分 别 从不同 方面进行。后期 整理——约三周 时 间 ，形成有 特 色 的小调查报告。
4 ．交流 小 调查报告。
5 ．活 动 后延伸 ：请大队 辅 导 员 做

一次关于家 乡 变 化 与 未 来 的 讲 座 。具体 活 动 举 例二：暑假 系 列 社会实践活 动

1 ．活动 目 的 ：通过活 动 ，让学生真切感受到 家乡 翻 天覆地的 变 化 ，教育 引 导他

们 关注 家 乡 现代 化建 设事 业，培 养 对党 和社会主 义 祖 国 的 朴 素 感 情 ， 激 励 少年 儿 童
争 当

“
四 好少年

”
，将 来报 效 祖国 ，为 家 乡 的 建 设贡献 自 己 的

一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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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 动原则 ：以 队 员 自 愿 、自 主选择 内 容 、父母指 导 为 主 ；班 主 任 要尽力 做 好宣
传 、发 动工作 ，鼓 励 学 生 积 极 参 加 各 项 活 动 ；在 活 动 中 严 格 遵 守 安全性原则 ，参 加 校

外 活 动必须 由 家 长 陪 同 。

3 ．活 动 内 容 及 安 排 ：① 找 出 家 里的一些老 照 片 ，以 照 片 为 话题，设计 好 问题，请
家里老人谈 家 乡 变 化 ，

一起感 受社会 的 发展，体会家 乡 的可爱 ，祖 国 的 进 步 。 ② 参观日 新 月 异 新 城 区 。 家 长 带 领 学 生走进新 城 区 ，通过看 、问 、听 、拍 等 方 法 ，感 受 新

城 区 日 新 月 异 的 发展变 化 ，感 受徐州 （学 校所在地为江苏 省 徐 州 市 ） 的飞速 发展。③感 受 高 铁生活 。 家 长 带领学 生 去 徐 州 高 铁 站 参 观（或 乘 车旅行） ，拍 照 、采访旅
客 及工作 人 员 ，感 受 高 铁 给人们 带 来 的方便 、快 捷 生 活 ，感 受 家 乡 变 化 。

后 续 活 动 ：

“
爱 国

”
作业“六个一”。

暑 假 期 间 ，要求全体 学生在 家 完 成六项与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相关的 作 业 。 即 做
一

件对家 乡 有 意义的 事 ；结 合 假 期 中 日 本无条 件 投 降纪念日 ，学 会 讲
一

个 抗 日 民 族 英

雄 的 故 事 ；每 天收 看
一

次 电 视 新 闻 ，了 解 国 际 国 内 大 事 ；响 应 国 家 号 召 ，节 约 每
一

口饭菜 ；为祖国送上一句 祝 福 的话；做一张 爱 国 为 主题的 手 抄 报 。

活 动要求 ：① 根 据此活 动 方 案 ，各班级组织 学 生认真 参 与 活 动 ，形 成 图 文 并 茂

的 材 料 ，开 学 后按 时上交 德 育处；学 校 择 优 给 予 表 彰 奖 励 。 ② 为 确 保 完 成 作业，学校要求 父母协 助 孩子，家 长和孩子一起设计作业，家 长 除签名 外还要 写 出 评价意见
反 馈 给班级和 学 校 （配以 图 片更好）。

〔 高 年级〕具体 活 动举例一：读书 活 动 ：祖国 在 我心中
1 ． 活 动 准 备 和 活 动 方式 ：本 活 动 内 容 需要用 到 的 学 科 知 识（ 如 六年 级《 品 德 与

社会》课上册 “
我
是中 国 人”一章 ） ， 部 分地图 知 识，或 者 语文 教 材 中 的 阅 读 资 料 。

主 要活 动 方 式 有 阅 读 资 料 、收 集 实 物 、 分 析 整 理、交 流 讨论、组织 材 料 、 撰 写 文 章 等
。

在 阅 读 中 ，要带 着 相关的 问 题思考 ， 讨 论发言 要做到 观点 鲜 明 、 有 论有据 、 点 面

结 合 。

2．活 动 时 间 安 排 ：总 时 间 约六周 。两周用来 阅 读 、收 集 。 其 余 时 间 用 来讨论
成文。

3 ．活动 方法建议：在 实验教 师 的 带领下，由 学 生 自 由组成活 动 小组，分别进行
资 料 的 收 集 和 整理工作 。 在 对所要求 材料充分 了 解 的基础上，分 别邀请品德与社会、语文、音 乐 、美 术 等 课程教 师做辅 导 ，力 求 从 各 个 方 面引 导 学生了 解祖国 、感 知

祖 国 的美丽和 伟 大 ，树立长 大 为祖国 奉 献 的远大理想 。

在设计实验方案 、制订实验手册的基础上，自 2 0 1 2 年 1 0 月 初至2 0 1 3 年 6 月

底 ，按部 就班地在 实 验 班 进 行 了 第
一

阶段的 爱 国 主义意识和 相关行为 习惯教育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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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测
随 着课题开展，我 们通过 课 程 教 学 、校 园 文 化 渗 透 ，组织 参观和 实地考 察 活 动

等 途径方 法 ，强 化 实 验 班 爱 国主义 精 神教育、熏 陶 ，访 问 的 方 式 进 行 后 测 ，问题设 计

与对照 班 同 学 相 同 。后测 中 ，对
一二年 级 实 验 班 同 学 仍 然 采 取 访 谈 方 式 并 加 以 扩

大 。课题组教 师 分 别对实 验 班 和 对 照 班 各 自 1 2 0 名 同 学 进 行 了 调 查 ，结 果 如 表 2 。


表 2—二年 级 学 生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融入教 育 认 知 结 果 对 照 表

题号实 验 班正确人数
｜

百分比对照 班正确人数


百 分 比

（
1
）1 0 7人8 9 ． 2％9 1 人7 5 ． 8 ％

（ 2 ）1 0 1 人8 4 ．2 ％8 6 人7 1 ． 7 ％

（ 3
）9 8 人8 1 ． 7％9 3 人7 7 ．5 ％

（
4 ）1 1 3人9 4 ．2％9 8 人8 1 ． 7％

（ 5 ）9 9人8 2 ． 5％7 6人6 3 ．3％
（

6 ）1 0 6 人8 8 ． 3％9 2人7 6 ．7％

三至六年级学生仍 采 用 上机答题的方式进行 ，实 验 班级同 学 和 未 参 与 实验的对照 班 同 学 分 别 进 行 。 为 了具有 更 强的可比 性 ，我 们 选 择同一年 级 的 同 学进行 测试，测试手段仍 是上机测 试 。 为 了 方 便 起 见，我 们 仍 然 选择了  1 3 0 份 问卷作 为 分 析

样 本 。统 计 结果见表 3 ：

表 3 三至六年 级 学 生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融入教 育认知 结 果 对照 表

题号 实 验 班 回 答 正确人数 占 总 数 百分 比 对 照班回 答 正确人数占 总 数 百分比
（ 1 ）1 2 4人9 0 ．7 ％9 7人7 4％
（2 ）1 0 9 人9 0 ． 8 ％1 0 2人7 8 ． 4％
（ 3 ）1 2 〗人9 3 ．1％1 0 5 人8 0 ．8％
（

4 ）1 2 8
人9 8 ． 5％1 0 1 人7 7 ．7 ％

（ 5 ）9 8 人8 1 ． 7％7 6人5 8 ． 5 ％

（ 6 ）1 1 0人8 4 ． 6％1 0 3 人7 9 ． 2％
（ 7 ）1 2 3 人9 4 ＿ 6 ％1 0 4人8 0 ．0％
（8

）9 9人7 6 ． 2％8 1 人6 2 ． 3％
（ 9 ）1 0 3 人7 9 ． 2 ％5 0 人3 8 ．5％
（ 1 0 ）1 0 6人8 1 ＿ 5％8 9人6 8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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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实 验班 回 答 正确 人 数 占 总 数 百分 比

｜

对 照 班 回 答 正确 人数
｜

占 总数百 分 比

^

（ 1 1 ）1 1 9 人9 1 ． 5％9 8 人7 5 ．4％
（ 1 2

）1 2 6
人9 6 ． 9 ％1 1 0 人8 4 ．6％

（ 1 3
）1 0 6 人8 1 ． 5％8 5 人6 5 ． 4 ％

（ 1 4 ）9 8 人7 5 ＿ 3 ％7 7人5 9 ． 2％

与 对 照 班 相 比 ，实 验 班 学 生 在 系 统 进行爱 国主义 融入教 育 后 ，对 爱 国 主 义 有 了

更 为 深刻 的 了 解 ，不仅 爱 祖 国 、爱 家 乡 意识显著 增 强 ，行 为 习 惯也有 很 大 变 化 ，得到
了 老师、家长的 普遍赞誉 ，对此下文还将 提及。

四 、 实验结 果 与 分 析

1 ． 学 生 的 爱 国 意 识及行为 能 力 明 显提高

这从 前 后测 对 比 和 实 际 观察 中 鲜 明 地体 现出 来 。 譬 如 第
2题，一二年 级 实 验

班 回 答正确人数 1 0 1人， 占
8 4 ． 2 ％ ，而 对 照 班 只 有 8 6人，占 7 1 ． 7％。再如三至六

年 级 测试第一题，前 测 中 1 1 3人回 答正确 ，占 总 答 卷人数 的 7 5％；后测 中 1 2 4人答卷正确 ，占 总 答 卷人数 的 9 0 ． 7％；较前测 提 高 了  1 5 ． 7 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 ，其他题目 的 前 后 测 数 据对比 变 化 十 分显著 ，从 中 看 到 实验前后，学生在思想 、行 为上产生的 巨 大 变化。半年 多 的 实验及对实验班 的 调查表 明 ，实 验班同 学 的 在践行爱 国 主义行 动上也有很大 进 步 。 7 5％以上的 学 生认为 自 己 的班级比 以 前更珍 惜班级荣誉，珍惜祖
国 荣 誉 ，更 有 凝 聚 力 和 向心力 。 9 5％的 同 学 认 为 同 学 们 都 有 很强的 民 族 自 豪 感 和

民 族 自 信心。几乎百分之百的 同学都表示愿意 为 中 华 崛起而努 力 学 习 。 学 生 在 回答“你 在生活中 遇 到 有 污 蔑祖国 、做 有 损 国 家 利益的 事 情 时 ，你表现得 如 何 时

”
，实验班 8 7 ．5％以 同 学 都选择“要有理有 据地制止”，只 有 0 ．4％的 同 学选择了 

“
与 我无关”。实验班 学 生 参 加 升 国 旗 仪式时较之对照 班 ，更能 庄严、庄重地列 队行礼；

唱 国歌时 ，声 音 整 齐洪亮 。他们 在关心集 体 、爱 护学校环境、自觉遵守学校纪律 方面也远远超过对照班。这些班级的学生积极参 与学校、班级组织的各种活 动 （出

爱 国 专题黑板报 、敬老院 献 爱心、地球日 宣传、家 乡 新 貌
一

日游等 ），在 活 动 中积极
出谋划策 ，尽心尽力 ，体现了 实验班同 学 的 集 体主义意识和浓 郁 的 爱祖国 、爱家乡
的情感。 表现出 实验班学生无论在 爱 国 爱 乡 的 意识还是行为 习惯方面都 有 了 非 常

明显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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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 育人氛 围课题的研究 和 实 践 ，对实 验 班 的 教 师 和 学生都 产生了 积极的 影 响 ，尤 其 对 学 生

的 学 习 、生 活 、交往、成长等 影 响更大 。随 着 系列实验活 动 的开展和师生 的共同 努

力 ，实 验 班级的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教师 在对学 生 实 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的 同 时 ，也提 高 了

自 己 ，他 们 在 完 成 学生文 化 课 程 教 学 任 务 的 同 时 ，更 加 关 注 学 生 价 值观的 培 养 、品

德 的 提 升和人格 的 完 善 ，形成 了 良 好 的 育人氛 围 。

3 ．提高 了教科研工作 的积极性
开 展此课 题 的 实验研究 带 动 了 参 与 教 师 的 成 长 ，提 高 了 其 科研能 力 。 实 验 教

师 为 本 次实验研究精心设计以 爱 国 主义精 神融人小学教 育 为 主题的 各 种 活 动方
案 ，为 提 高 融人教 育 的 实 效 性 ，力 求 探 索 多 种行之 有 效 的 路径、方 法开展实验。 教

师 们认真 修 改 实 验 方 案 ，整理实验数 据 ，撰 写 实 验 报 告 ，研究过程 中显著 提 升 了 参

与 实验教师的 科研水 平 。

4 ．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
学 校 、家 庭 和社会是 培 育 学生爱 国 主 义 精 神 的三个重要 场 域 ，三者 相 辅 相 成 ，缺一不可 。课题组在开展此项研究 过程中 ，注重整 合 多 种 教 育 资 源 ，以 形 成 合 力 ，

提 高 教 育效果 。 实验中 ，教 师通过家 长会、家 长 问 卷 调查、家 长 访 谈 等 形 式 ，特 别是
利 用

“
家 校通”的 平 台 ，积极 做 好 与 家 庭 教 育 的 结 合 ，这就 使得学 生 受 到 爱 国 主义

熏 陶 的 同 时 ，也提 高 了 家 长 的 爱 国 主 义认知 ，陶 冶 、增进了 爱 国 主 义 感 情 。

五、体会 与思考
1 ． 爱 国 主义精 神

融入小 学 教育 要注重针对性和持 续 性
爱 国 主义 是社 会主义核 心价值 体 系 的 重 要组成部 分，爱 国 主 义精 神 融入小学

教 育 要从 学 生 实 际 出 发 ，根据 调 查数 据 ，分 析 学生在 爱 国 主 义精 神 培 育 方 面存 在 的

知 行问题， 为 提 出 有 针 对性 的 教 育 对策 提 供 客 观、可 靠 的 参 考 。 另 外 ， 由 于小学 阶

段低、 中 、高 年 级教育 对象的 差异性 ，融 人教 育 途径、方 式上更 要注意 针对性 。教 育

工作 者 应 根据 不同 年 级、不 同 个 体 因 材 施教 ，采 用 不 同 路径、载体 ，充 分尊 重和 发 挥

学生主体 性和 独 立思 考 能 力 ， 增 加 互动 性，引 导他们 在 寻 求 答 案 中 获 得自 我 教 育 。

反之，如 果一味 灌 输 、说教，不仅 削 弱 教育 效 果，而且容 易 产 生逆反心理。 此外，行
为 习 惯 是在不断 重复 行为 中 养 成的 ，价 值 观的认同 也是在 系 统行为 实 践 中 积淀 ，而
不是一朝

一

夕 形 成的 ，因 此，爱 国 主 义精 神 融 人小 学 教 育 应 注 意 可 持 续 性 ， 在 各项
活动 开展过程中 ，通过完 善 原有 制 度 、改进 融 入教育 措施，不断 增 强教 育 实 效性。

2 ．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应加大学校、家庭及社区 的 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融人国 民教育 是学校、家庭及社区的共同课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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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孩子成 长 永远的 学 校 ，家 长 是 孩子最 早 和最长 久 的 教 师 ，其 言 行 举 止 、思 维 方 式 、

价 值观念对孩 子具有 潜 移 默 化 的重要影 响 。 学 校是爱 国 主 义 精 神 等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体 系 教 育 的 主 阵地，是 促 进 学 生 德 、智 、体 、美 、劳 、心全面 发展的 主要场 域 ，因

此 是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融人小 学 教 育 的 主路径 。而社区 环 境对孩子道 德 品 德也有 着重要的 熏 陶 作 用 ，培 育 青少年 学生的 爱 国 主 义 意识也是 社 区 义不容 辞 的 责 任 。 为 了避免 出现“5 ＋ 2＜0”的 结 果 ，爱 国 主义教 育 活 动必须 加 大 学 校 、家 庭及社 区 的 良 性互动 ，整 合 各 种 教 育 资 源 ，凝 成 合 力 ，最 大 限 度地彰显教 育 效 果 。

3 ．充分采 用 学 生 喜 闻 乐见的 载体、方式可显著提高融入教育效果鉴于小 学生年 龄 小 、认知 层 次 低 的 现 实 ，开展爱 国 主义精 神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 育 应从小 学生生理、心理和 价 值观塑 造 实 际 出 发 ，利 用 形式多 样 、易 被学生
接 受 的 活 动 载 体 ，设计更 多具有 较强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 的 活 动 方 案 ，采 用 多 种 方 法 ，

以 调 动 小 学 生 接 受 爱 国主义 等 价 值观教 育 的 主 动 性 。 只 有通过 日 常生活 实 践 活 动

熏 陶 、习 练 等 多 种 路 径 、方 式 ，才 能不断 将 爱 国 主 义基本要求 内 化 为 学生自 身 的思
想 品 德 素 养 ，并 成 为 其 行 为 的 价 值 标 准 ，促 进 他 们逐渐 成 为 社会主 义 核心价 值观的
信 仰 者 、践 行 者 和 传 播 者 。

注：本文系 国 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 （项 目编号 ： 1 0 Ａ ＳＫ 0 0 8 ）和江苏 省 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 大 项 目 （项目编号 ： 2 0 1 2 ＺＤ ＡＸ Ｍ 0 0 1 ） 的 阶段性研究 成 果，课题主持
人陈 延斌教授对本 文做了 重 要修改，特 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