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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政治
教育的研究

贺威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是主席在新时代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培育和弘扬新时代爱

国主义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期盼，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课题。本文主要是在论述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法对当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现状的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对教学

内容的利用和挖掘不够充分、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多方面力量未形成教育合力等问题。因此，为

使青年一代在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团结一致，永久奋斗。本次研究针对相关问题，对

症下药，进一步探索出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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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可行性分析

1.1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学界对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研究起

源于对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系列论

述的研究。总而言之，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是

新时代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新时代

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内涵是爱祖国的大好河

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爱自己的国家
[1]
。

1.2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1.2.1 教育对象的高度重合性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是以全体人民

为对象的，即全体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去接受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2]
。作为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对象，作为全体中华

儿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生既是民族的希

望，也是国家的未来
[3]
。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要教育对象也是中学生。因此，从这个角

度来讲，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与中学思想政治

教育的教育对象具有高度重合性
[4]
。

1.2.2 教育性质与教育目标的相似性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与中学思想政

治教育都的教育性质皆可归纳为德育。与此同

时，二者的教育目标也具有相似性。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课程目标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思想

道德水平
[5]
。而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的教育目标则是：“厚植青年爱国主义情怀，

要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

培养青年至信深厚的爱国情感、国之大者的责

任担当和心系天下的胸怀格局。”

1.3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拥有广阔空间实现梦想的新时代

中国青年，同样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

青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传承和

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坚定自身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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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伟业中去。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中国式的现代

化强国，是“不仅要强于物质，更要强于精

神。”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没有坚实的支撑。总书记指

出：“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

热情和奉献。”

2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状调查

2.1 调查目的：

为了解目前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

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情况，发现当前新时代

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

的问题，从而探索解决路径，必须进一步地进

行调查和研究。

2.2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真实

可靠的数据来分析当前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2.3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面对南昌市某初级中学展

开，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问卷 340 份，剔

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329 份，有效率

为 94％。本次调查调查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

调查意见严格保密。同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

的方法，对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进

行调查。从下面的表 1 中可以看出，本次问卷

调查的 329 名调查对象中有 131 名女生，198

名男生，调查对象中七年级学生，八年级学生

和九年级学生占比分别为 38.91％、46.2％和

14.89％。可以看出，男女比例及各年级学生

比例较为均衡，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N=329） 百分比（％）

性别

男 198 60.18

女 131 39.82

学历

七年级 128 38.91

八年级 152 46.20

九年级 49 14.89

2.4 调查结果： 笔者在对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调查

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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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了解程度

图 2 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实践活动的意愿度

图 1中显示：329 名学生中认为自己对新

时代爱国主义精神非常了解的人数只占

27.05％，而认为自己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一般了解和不了解的人占比总和为 42.55％，

接近半数。图 2 中显示：若学校组织新时代爱

国主义精神精神教育实践活动扔有占41.03％

的学生不愿意参加。由此可见，对于中学生的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 3 学校进行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主要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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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显示:在 329 名学生中其学校进行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教育者为班主任

主任和政治老师的占比分别为 58.36％和

52.58％，教育者为各学科老师的占比仅为

25.53％。可见，在当前中学教育中新时代爱

国主义精神教育的主要教育者还是班主任和

政治老师，其他学科教师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教

育责任。

图 4 主要教学工具

图 4中显示；在 329 名学生中其学校进行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主要教学工具为

教科书和多媒体数字教具的占比分别为

50.46％和 83.89％，可见，现如今的教学工

具主要是教科书和多媒体数字教具，实践活动

教具应用较少。教学工具有待进一步丰富。

3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存在问题及分析

3.1 对教学内容的利用和挖掘不够充分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涉及面比较广，

只有充分利用好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

现有教育内容，进一步挖掘新的教育内容，才

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但目前新时代爱国主义精

神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通过教科书来呈现，且

有关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内容往往只是

一堂课或教材里的一小节。这种单一的教育呈

现方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学生多样化的认知需

求，极易削弱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吸引力。

3.2 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当前，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形式以课

堂教学为主，且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往往只

是简单的讲授法，灌输式地将知识读给学生

听。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很浅，所以记忆的

持久性也不会很强。这种形式单一的教育模

式，难以契合新时代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情感需

求，易导致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流于表面。

4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中学思想

政治教育的创新对策

4.1 深入挖掘和利用好教学内容

在利用好现有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学内

容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爱国主

义精神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只拘泥于教科书，

而是要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内容进

行深入的挖掘，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

内容进一步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地呈现出

来。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多媒体教

学工具的创新运用是激活课堂生态的关键引

擎。

4.2 丰富教育方法，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积极开展教师教学技能培训活动。提高教

师运用包括案例分析法、情景模拟法、分组教

学法、读书指导法等在内的多种教学方法进行

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能力，从而推动教

育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加强教师自身政治修养



《社会科学前沿》 ISSN 3058-9215 2025 年第 3期

93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5 结语

在中学阶段，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不

是一个简单的具体表达，而是内涵与理性之间

的方法的逻辑统一。中学阶段的新时代爱国主

义精神教育告诉学生应该以怎样的行为和态

度对待祖国和集体，教师要主动提升自我，以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方式，推动学生爱国

主义情怀的形成，积极引导学生加深对“祖国

与我的关系”、“集体与我的关系”等方面的

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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