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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

孙 琴

(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部
,

盐城
,

22 4 0 0 3)

思想品德课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

以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

无产阶级人生观价值

观
、

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

该课程的首要任务是高举爱国主

义旗帜
,

把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
。

因此
,

贯

彻思想品德课的主线是爱国主义教育
,

思想品德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

一
、

调整思想品德课的内容体系
,

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1
、

成才观教育 古往今来
,

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
、

任何 一个有为的国家
,

无不重视 人才的

培养
。

而今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国家需要人才 ; 我们要迎接世界新技术

和 21 世纪的挑战
,

同祥急需入才
。

而每一个高等学府的萃萃学子
,

都渴望 自己能早 日成才
,

但

如何成才
,

成什么样的才
,

则不十分清楚
。

因此
,

在思想品德课上对学生的成才观教育
,

要围绕

爱国主义展开
,

即从环顾世界大趋势
,

考察展望中国国情入手
,

引导青年学生不仅要树立
“
天下

兴亡
,

匹夫有责
”

的信念及
“

位卑未敢忘忧国
”

的责任感
,

还要将此落实到努力学习和成才上
,

扎

扎实实干今天
,

信心百倍迎明天
,

力争使 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2
、

政治观教育 政治观教育包括思想教育
、

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

教育等
,

其重点是爱国主义教育
。

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
,

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

同爱党
、

爱社会主义
、

爱人民的教育结合起来
,

同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
。

通过思想品德课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

首先要让学生全面了解我们国家灾难深重的历史
,

了解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
、

顽

强斗争的历史
,

让学生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人未做过的事业
,

任重道远
,

作为当代

大学生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

学习革命前辈的艰苦

奋斗
、

勇于献身的精神
,

激发学生珍惜大好光 阴
,

奋发读书
,

立志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信心
。

通

过教育
,

发扬
、

发掘青年的爱国热情
,

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
。

3
、

人生观教育 当代大学生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
,

挑起历史重任
,

关键是确立科学的人生

观
。

人生观教育是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内容之一
,

在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的同时
,

要突出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

让学生明白
,

爱国主义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正确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

由热爱祖国山河故土和民族文化的相互情感
,

升华为一种理性化的坚定忠于祖国的意识
。

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

首先要具有爱国主义意识
,

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而且要克服人生价值的
“
个人本位

” ,

确立
“
社会本位

” ,

即把 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

一个 人

对国家
、

对集体
、

对人民贡献越多
,

他的人生就越充实
、

越幸福
、

越有价值
。

4
、

道德观教育 培养高尚的道德观
,

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

而且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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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
。

因此
,

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
,

同时要进行爱国
、

爱人民的教育
,

让

学生明确热爱祖 国
、

热爱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首要的
、

基本的要求
,

使学生从对社会主义

道德标准的正确认知
,

上升成为高 尚的道德品质
,

进而转化为坚毅的道德意志
,

最后养成 良好

的道德行为习惯
,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工程中
,

为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和腾飞
,

为人民的文明和富裕贡献 自己的力量
。

二
、

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方法
,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
,

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注意到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
,

即在改革开放和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大学生在成才观
、

政治观
、

人生观
、

道德观形成和确立过程中遇

到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另一方面

,

要注意体现时代对人才成长的要求
,

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
“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

的基本路线对于大学生成才
,

特别是对其思想道

德素质提 出的时代要求
,

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不断提

高爱国主义觉悟
,

成为又红又专的
、

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

鉴此
,

我们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
,

要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借助于优化调整的教学 内容
,

使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深化
。

1
、

注意知识的横通性 思想品德课教学 内容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机整体
,

即是一个

开放性的教学系统
,

要体现爱国主义是该课程的主线和重点
,

在教学中应该注意知识的横通

性
,

使课程知识
、

理论互相衔接
,

使历史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
、

法律教育
、

形势与政策教育等
,

通

过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起来
,

既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
,

从而增强 自豪感
、

责任感
,

信心百倍

地探索振兴民族之途
。

2
、

注意传道结构和教学手段 思想品德课具有思想性强
、

针对性强的特点
,

因此
,

在教学

中
,

我们既要用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学生进行

普遍性教育
,

同时
,

要分析学生主体的思想实际
,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

这就决定了思想品德课

教学的传授结构是多渠道的
,

教学手段 也应是多样化的
。

其理论教学仍需要坚持传统的
“
灌

输
”
原则

。

但必须注意知识的层次性
、

主体性
。

此外
,

要运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来吸

引学生
,

消除学生的抵触情绪
,

如可利用适当的课堂讨论
、

辩论
、

观看影视
、

组织影评
、

文艺欣赏

等形式
,

使思想品德课成为师生共 同开放思想
、

交流感情
、

共同提高认识的阵地
。

如进行爱国主

义
、

集体主义教育时
,

结合一些具体事例进行讨论
,

让学生在具体事例的讨论 中悟 出个人利益

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

这才是高尚的人生
。

3
、

注意课程知识的实践应用性 思想品德课既有与其它课程相似之处
,

又有它的独特性
。

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
,

更要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并将这种教育功能从教学内容中引伸

出来
,

使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

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来指导
、

解决实际问题
。

激起学生的爱国之

心
、

报国之情
,

使学生将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勤奋学习的精神动力
,

作为自己健康成长的灵魂
。

“

国兴我荣
,

国衰我耻
” ,

使学生明白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必须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

而当之

无愧的爱国主义者是真正把自己融入振兴中华伟大事业 中去的人
,

对大学生来说
,

目前主要是

勤奋学习
,

积蓄能量
,

牢固掌握建国之才
,

为来 日报效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