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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发挥
学校与家庭联系紧密的独特优势，
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

在引导家长积极支持、配合学校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教学活动方面，宁
波市荷花庄小学已有了一定的实践
经验。自2019年起，每年寒暑假，荷
花庄小学都会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向国旗敬礼”主题教育活动。

“这个活动的缘起，是我们发
现社会上有一些不尊重国旗、不会
唱国歌的现象，这个问题引起了我
们的思考。学校大队部决定以国旗
为线，开展近两个月的主题活动，
将爱国主义教育抓实抓细。”该校
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陈跃旭说。

寒暑假期间，孩子们在家长的
带领下进行社会调查：一、二年级
寻找身边的国旗；三、四年级擦亮
眼睛去发现身边不规范使用国旗
的现象；五、六年级对于自己发现
的不规范使用国旗现象，发表自己
的看法。

学生们参与热情高涨，假期里
纷纷投入到这一项实践活动当中，
大家将平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牢
记心中。“比如国旗破损依旧悬挂，
国旗与其他旗帜一样高度悬挂，风
雨天国旗依旧飘扬，庆祝活动结束
后小国旗随地丢弃等，这些都是不
对的。”三年级一名学生说，这都是
他参加活动后的收获。

为了培养孩子们爱国主义情
感，宁海县黄坛镇中心小学利用周
末时间开展亲子活动。秋天，孩子
们和家长们一起在公园里、小道边
精心挑选形状各异的多彩树叶，用

“最美秋叶”贴画“最美中国地图”，
爱国之情便油然而生了。

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张德
辉表示，孩子们在一次次活动中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
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
带。《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让
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在爱国主义教
育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合作
的重要性。”

如何将爱国主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宁波中小学创新手段拓展内容

将爱国主义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是我们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共同责任。2024 年 1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

主义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进

一步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纳

入法治框架之中。

事实上，宁波市各中小学

校已通过创新活动手段，拓展

活动内容，将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学校教育全过程。

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浙
东“小延安”梁弄、海防历史纪念馆、
沙氏故居、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童
第周故居……这些红色景点如同一
颗颗耀眼的珍珠，串起了宁波丰富
的红色根脉和革命先烈的爱国精
神。随着研学的推动与发展，越来越
多的学校将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搬
到校外场所。

“我很想知道这么繁华的开明
街有着怎样的过去？”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鼠疫的
幸存者，我想听他们讲讲当时的情
景……”

这是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学生
拍摄《宁波鼠疫细菌战》短片的一
幕，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走进宁波
市鼠疫纪念馆，了解那场细菌战的
前因后果。学校曾发布《红色读游地
图》，宁波市鼠疫纪念馆就是其中一
站。在这份红色读游地图里，列举了
宁波大市内的23个红色打卡点，引
导同学们走进身边的“红色站点”，
以边游边读的形式，对话红色经典、
赓续红色血脉。该校校长黄铁成说：

“寒暑假期间，老师和家长带领学生
一起打卡，目前23个红色打卡点已
游览了一半，这项活动还在持续推
进中。”

海曙中心小学也基于地域文化
资源优势，开展了多年的主题研学
活动，从鼓楼到月湖，从天一阁到历
史街区……该校老师群策群力，精
选学校周边39个场馆，编写了校本
拓展课程配套读本《校园内外的千
年风韵》。全书以时代为轴，以遗迹
为点，串联成线，分年级使用，依次
递进。这样的活动，深化了学生的家
国情怀印记，传递了浓浓的乡情。

在重要节日、重大事件节点，
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是近几年学校
探索与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鄞州区姜山镇茅山小学是浙江省
第一所正式挂牌的“预备役少年军
校”。自1997年成立“预备役少年
军校”起，学校始终把“少年军校”
作为爱国教育主阵地，组织学生开
展军训、军事拓展实践活动，通过
参观军营、唱军歌、打军体拳、国防
知识竞赛等形式，从小培养学生爱
党、爱国、爱军情怀。每年清明节，

该校都会组织“少年军校”学生去
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鄞州区
英雄烈士纪念碑等地扫墓、缅怀，
厚植家国情怀。

2023年清明节前后，宁海县
回浦小学的六年级语文教研组根
据单元主题内容，组织学生开展编
撰红色诗集的语文实践活动，从主
题选定、资料搜索、排版编辑到出
版面世，同学们亲身实践，让爱国
教育入脑、入心。

宁海县知恩中学则将黑板
报、手抄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

载体。去年4月，知恩中学以“喜迎
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举
行爱国主题手抄报和黑板报评比
活动。每个班级充分利用黑板报
和手抄报的育人功能，让创作者
从作品的设计意图和教育意义出
发，引导学生把爱国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黑板报上讲述了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体现了现代青少年的历史使命和
职责。该校近两年先后获得了全
省中学团支部黑板报二等奖和三
等奖。

学校的探索实践只是我市教
育系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
缩影。事实上，宁波市教育局和各
区（县、市）的教育局已在顶层设计
上进行了体系构建。

从区域层面而言，身处海防一
线，象山县教育局牢固树立“国防教
育是国之大事”的意识，将国防教育
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着力培
养师生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自1962年以来，象山各校和
部队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
育活动。当前，46所中小学校开设

《身边的国防》《国防教育理论》等
校本国防特色课程52门。在学前
教育阶段，引入无人机等先进设
备，开展“我是小小兵”等沉浸式体
验活动，在学龄前儿童心中埋下爱
国报国的种子。在义务教育阶段，
依托象山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等当地资源广泛开展国防教育，
为五至八年级学生提供“国防+研
学”菜单式课程，每年帮助8000余
名学生锻炼成长。

从市级层面而言，宁波市教育局
从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校本读

本推广、教育案例征集等方面入手，
全力推进思政课改革、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打造了“四个一百”等一批深化
思政课改革创新品牌，组织开发100
例思政“金课”，录制《宁波党史百人
百事》等100例党史微课视频，打造
100个校园红色景观，推广100本学
校“红色根脉”优秀读本。

此外，宁波市教育局还征集了
50个学校红色教育典型案例，评
选出了11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
完成10项有宁波标识度的学校红
色教育研究课题。

发挥校外场所教育功能
推动爱国教育走深走实

把握重大事件节点 让爱国教育入脑入心

深化家校协同 把爱国融入家庭教育

顶层设计，构建爱国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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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走进宁波市鼠疫纪念馆。

宁波市荷花庄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