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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家的强国精神和爱国情怀融入课堂教学
□李 波 陈传军 孙丰云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在全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将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强国精神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讲授爱国科学家的事迹，体现科学家们对专

业研究的严谨态度、对祖国事业的热诚投入、对国家富强的无私奉献，使学生的精神情操得以升华，提升其人生观、
价值观水平，并能增强其学习的内动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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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秉承科学家强国精神和爱国情怀的必要性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
强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2018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对当前高校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对 2018
年工作提出五个“牢牢把握”和四个“贯穿始终”要求。

教育是“教”和“育”两方面的事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把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育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保证高校正确的办学方向。
坚持“以德立学”、“以德树人”，使各类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体

系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教师是育人的主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响应国家号

召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下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作为

教师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

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

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古往今来我国涌现出过很多优秀的爱国、爱民族的科学

家，他们都拥有高贵的品格和高尚的精神。科学家精神是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爱国科学家的强国精神和爱国情怀

不仅需要传承，更是实现“中国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高校所不可或缺的。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大

抛出这个问题无疑会让课堂非常枯燥、单调，而让学生以角

色扮演的形式来还原这个故事，学生将会感到非常的新奇有

趣，无论是扮演者还是观赏者都会全身心地沉浸在故事氛围

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产生深刻的思考，接下来教师要让

学生在小组中进行讨论，整个课堂气氛会非常热烈，全体学

生都能够畅所欲言。教师要善于利用赏识教育，对于学生提

出的新言论、新观点给予充分肯定，激励学生大胆创新，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这会让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情感色彩更加

浓郁，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也会显著提升。
( 四) 以情感型案例分析为抓手。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

中教师还应该认识到，有些理论知识很难创设相应的情境来

进行教学，比如: 幼儿园教育目标、幼儿园课程等教学内容，

由于有大量专业性语言，理解起来很难，学生通常不能够产

生深入探究的想法，对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案例教学

法，更有利于学生注意力集中。通过对案例进行探讨，在增

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培养师生之间的情感。
例如，在培养学生尊敬老人的情感中，教师可以播放《孝亲敬

老歌》，让学生复述歌词:“天底下，人世上，爹娘恩深似海洋 /
从小懂得孝父母，长大报国好儿郎 /烛光照，闪闪亮，育我青

春好时光 /传道授业解疑惑，滴滴师恩记心上 /日出东方好辉

煌，黄河入海万里长 /中华孝道传千古，千古中华礼仪邦 /先
栽树，后乘凉，长者恩德不能忘 /老吾老及人之老，春风化雨

暖心房……”藉此来教育学生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关爱老人，如扶老人过马路、在

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情感心理学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至关重

要，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加强

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如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案
例教学法等，让学生从课堂教学中获得快乐，能够深入理解

和掌握知识，促进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渗透，从而为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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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堂更是与大学生接触的一线阵地，如果能将科学家这些

宝贵的精神食粮在课堂上与大学生分享，对学生的政治思想

觉悟的提高、爱国情怀的升华，对专业学习态度的转变以及

学习积极性的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的事迹不但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作

为我国的伟大精神财富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大学生作

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应该秉承这样的初心，认识

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科学家的精神鞭

策自己，积极地投身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中

去，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奉献终生。
二、国内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两年多来，全国高校在习近平总书记会议精神的指导

下，各项思想政治改革措施如雨后春笋蓬勃开展，取得了不

菲的成绩。清华大学建立了党对学校全面领导的工作体系、
党建工作质量保障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体系、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三全育人”学生培养体系等。东北大学实施

了“领导力提升”工程、“质量提升”工程、“育心铸才”工程、
“一五一十”工程、“廉洁护航”工程等。浙江大学制定了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规划，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育

课、综合素养课与系列讲座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推进“思政

课程”、“课程思政”协同发展。搭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教育

平台，通过慕课、“微课堂”等教学形式发挥“互联网 + 思想政

治课”的传播效应。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结合，实施“专

家大报告 + 教师重点专题讲授 + 学生研究性学习 + 现场教

学”的教学模式，推进案例式、情境式和启发式等教学方法改

革，建立“有分有合、统分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和科学

的学习效果考核体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工作

室建设，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课堂授课。厦门大学组织开展师

生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持续深化师生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

感、对“双一流”建设的紧迫感、对民族复兴的使命感。
这些都是从更高层面的、宏观的改革措施，对各高校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要让思想政治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课

堂教学，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课时是否允许，融入过程是

否晦涩、生硬，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并吸收，效果如何体现等。
特别地，数学课堂教学内容严谨、结构紧凑，难度高、内容多，

如何穿插思想政治内容的教学还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数学

课堂在这一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是比较少的。
三、将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教学的措施

针对数学专业的特点，数学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必

须找到合理的切入点。否则，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

而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安排。将爱国数学家的家国情

怀融入课堂教学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数学学科的分支很

多，每个分支都有优秀的爱国数学家的影子，如中国微分几

何学派创始人、被称为数学王的苏步青，中国解析数论的传

世人和开拓者华罗庚，从零起步的数学家吴文俊( 在拓扑学

和数学机械化有突出成就) ，“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

中国群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

功，拓扑学大师姜伯驹等。他们的成就是璀璨的，他们的事

迹令人感动，但这些都与他们背后的付出以及崇高的精神追

求分不开。数学家们也曾是普通人，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

有过梦想，他们的经历必会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现在大学

生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正在失去一些本该属于他们的核心

价值观，如果将爱国科学家的大爱传递给他们，定会让他们

受益终生。
问题的关键是实施过程要做到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开展德育教育，做到有

机融合。第一，通过互联网媒体，书店以及查阅各种数据库

搜集科学家的素材，这其中包括访谈节目、个人传记以及各

种专业书籍。第二，对这些素材进行处理、分析，根据每一位

科学家的专长找到与专业体系课程知识点的“触点”，做到有

机融合。为不对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设计造成影响，素材的

处理要做到简短、精炼且具有针对性。作为教师，要做好课

堂设计，使德育教育巧妙、自然，确保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育

人目标相得益彰。第三，可以将某些素材剪辑成短视频，不

定期地在课间播放科学家们的事迹短片，特别是能体现出他

们对自己专业认真负责、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为党和国家

事业努力奋斗的爱国精神等的纪录片。可断点续播，既充实

了课下活动形式，使学生换一下脑筋，得到休息，又能体味科

学家们的高贵品格，陶冶情操。第四，充分利用好班级群的

平台，在班级微信群里不定期发布一些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分享科学家小文章、专业动态等，给学生以鞭策，督促学习。
随着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付诸实施及跟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学生的精神面貌定会焕然一新，对所学专业的看法，对自己

人生观、价值观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
四、结语

将科学家的强国精神和爱国情怀融入课堂，在各个专业

的教学来说都是行得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很多优

秀的科学人才，“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地质事业奠基人李

四光、桥梁之父茅以升、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桃李满园的

一代宗师周培源、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国之大医吴阶平、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有为实现祖

国复兴，国家昌盛而奉献终生的高贵品格，是很好的素材，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各个专业的教学中，如果这种教学

方法能够通过实践的检验，不仅可以从心灵深处给学生以鼓

舞，提高政治素养，增强学生的爱国、爱党热情，也可以加深

对本专业所学课程的理解，增强学生学习的内动力，更能调

节课堂气氛，吸引学生回归课堂，专注课堂，提高课堂的学习

效率，这也正是我国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

目的。如该教学法能够推广，对各个专业的教学都将如一缕

春风，对课堂的教学效果的改善，对学校的学风，校风的提高

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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