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
活动

造飞机，卫祖国
寄深情，铸战鹰
助传承，守一生

教学
情境

顾诵芬的航空报国梦
歼八研制中的难题
顾诵芬对青年的寄语

学生
活动

寻找身边捍卫者
评说“爱国”捍卫者
争做忠诚捍卫者

学习
任务

为什么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怎样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怎样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利益？

爱国，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民族
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
高度统一。要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就
要重视榜样的引领，坚持学科逻辑与
生活逻辑相统一，讲好中国故事。可以
说榜样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犹如指明
方向的北斗，使人心向往之，激励着我
们为了共同的梦想全力以赴。

如本课中，将“怎样坚持国家利益
至上”这一学科知识与两院院士顾诵芬
的航空报国事迹相结合，在设计上采用

了两条主线来整合教材（如右图）。
第一条主线以顾诵芬的事迹为主

线，设置了三个环节，以此来展现榜样
的力量，给学生以价值观和实践的引
领。从为什么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怎
样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青少年怎样以
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利益这三个方面来
厘清学科逻辑，层层深入。第二条主线
以学生的活动为主线，设置了三个活
动，以此来链接学生生活，从寻找身边
的捍卫国家利益的先进人物、评价身

边的不理智爱国行为、自己在生活中
如何践行国家利益至上这三个方面展

开，符合生活逻辑。通过两条主线的融
合，润物细无声地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二、重视榜样引领，坚持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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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
关系思维导图

集体利益、个人利益

区别

整体的,长远的

局部的,眼前的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自发形成的，
启发性的教学情境，是促进学生进行
自主学习的逻辑起点。这要求教师要
善于创设具有思辨性的教学情境，坚
持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营造
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在课堂上，
教师既要发挥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
用，通过深入浅出地讲解让学生了解
基本的原理、道理，又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强调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沉着理性、顾
全大局的爱国共识，在生活中理性表
达爱国情感。

在“国情类”教学中，很多抽象的
概念、原理都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先把“是什么”解释清楚，才能
为后面讲解“为什么”“怎么办”做好铺
垫。如本课中，讲到在科研条件不足的
情况下，顾老还要坚持研制歼击机，体
现了他具有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这一
知识点时，学生比较难理解，应以老师
讲解为主。故出示四张图片，让学生感
受到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内外因素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复杂。因此要
捍卫国家利益，首先要具有危机意识
和防范意识。教师通过层层设问和材
料的辅助，将原本不好理解的问题，变
得更易理解，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
性打好理论基础。

本课中在突破“当个人利益和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如何选择”
这一难点时，利用真实情境，以榜样引
领的方式，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
中，了解顾老的选择，从而完成国家利
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的思维
导图（如右图），并说说国家利益与个
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此充分发
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破了本课
的教学难点，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
利益观，将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在
课堂中。

通过教师创造的启发性教学情
境，结合有梯度问题的设置，一步一步
引导学生参与课堂，在培养学生高阶
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真正落实学为中心，从而将
爱国主义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三、凸显情境启发，坚持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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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类”教学
嵌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化策略

——以《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为例

一、锚定价值共识，坚持方向引领与学生发展相统一

初中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尤其需要精心引导和培育，教
学目标具有方向引领的作用，为保
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必须从道
德与法治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层面
渗透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教育对
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基础

性、支撑性作用。因此新时代实施爱
国主义教育既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引
领，也要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从而
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迁移。

如结合本课内容，基于学情，围绕
“价值共识、方向引领、学生发展”三个

关键词，重点突出政治认同和责任意
识这两大核心素养。通过视频观看顾
诵芬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
的选择，让学生理解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国家利益观，
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以此达成政

治认同的素养目标；通过顾诵芬的航
空报国事迹，提高学生的奉献意识，担
当精神，使学生具备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的观念，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利益，
以此来落实责任意识目标。从而将学
科知识、教学情境、学科素养三者有机
融合。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国情类”教学中有些爱国主义的
理论比较抽象，难以理解，需要具象的
素材加以辅助。

如本课中，从顾老的航空报国事迹
中，通过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总结
应该怎样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同桌交流合作学
习的方式，帮助学生树立着眼长远、顾
全大局的国家利益观。也能够在顾老的
事迹中，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来归纳如
何捍卫国家利益。让原本抽象的理论知
识，在同桌交流互动的分析归纳中内
化。在教学过程中，同桌之间的合作学

习可以将原本难度较大的问题，通过学
生的交流互动，自行归纳总结，大大提
高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提高了学
生的成就感。

在本课中，还列举了生活中不理
智爱国的现象，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方式进行观点评价，使学生对“要用理
性、务实、文明的心态，合法有序地表达
爱国情感，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这样
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有
更深入地理解和体会。这样不仅提高了
课堂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还将坚持国家
利益至上的观念落到行动之中。在最后

汇报阶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生生互
动，当然教师也要做好及时引导，抓住
课堂的生成。在汇报时，还要注意保护
学生的真情实感和获得感。

本课的最后布置了为电影《万里归
途》撰写影评的延伸作业。以撰写影评
的方式，与语文学科相结合，将学生的
课后休闲方式关联课堂，围绕本课的教
学重难点，选择真实外交官故事改编的
电影，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真实性，让
学生真切感受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关系，去理解前辈们的选择。

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扩大道德与

法治课堂范围，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
只局限在课堂之上，更应该回归生活，
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做好跨学科融合，
让学生有更多不同的亲身体验。这不
仅可以将学科知识用于指导生活，还
能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思
政课，我们要积极探索学科教学与爱
国主义教育的融合路径，将两者有机
整合，最终让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
过程中，奏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润泽学生心灵，助力学
生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和接班人。

四、强调多维体验，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参与相统一

北仑区小浃江中学 王蕾

【摘 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国情类”教学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在“国情类”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中优化策略，通过坚持学科逻辑与生活

逻辑相统一、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理论指导与实践参与相统一、方向引领与学生发展相统一，

更好地提升道德与法治课堂的教学实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助力学生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和接班人。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国情类”教学；优化策略

为了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的出台，可
以说是以法之名激发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伟力。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学科的道德与法治课程，肩负着“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
亲和力、感染力”这一重要使命。这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生活，将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课堂教学的每一环节。据此，本文以《坚持国家
利益至上》这一课为例，探讨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国情类”教学中嵌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策略，以此厚植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