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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学生家国情怀培养的策略研究
宋雨丹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黑龙江 双鸭山 155100）

摘要：家国情怀是儒家推崇的精神品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

力量，激励着人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国家富强而奋斗。家国情

怀作为贯穿于中国历史的一种精神，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十分珍

贵和重要的意义。现代高职生作为社会的预备人才，需要不断增

强家国情怀。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职教育的必然趋势。

在家国情怀的引导下，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更

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坚强的意志品质去解决人生道路上的问题，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本文将探讨在高职教育中培养学

生家国情怀的策略，以期为促进高职学生发展、推动高职教育发

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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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不断发展，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素质教育不

光关注智力教育，也关注情感教育。家国情怀指人们对祖国的认

同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激励民族团结和奋斗的精神力量。

家国情怀的形成具有一定规律性，教师需要探索其规律，研究有

效的教育方法。

本文探究了四种在心理教育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手段，分

别是：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培养学生

的政治参与感；引导学生了解相关法律制度。

一、高职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活动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

（一）遵循学生情感发展规律

高职是学生情感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家国情怀教育属于情感

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必须遵循情感发展规

律，采用合适的教育方法。教师要根据家国情怀形成的规律，设

计培养家国意识的教育活动。教育活动应符合学生知、情、意、

行各方面的发展规律，逐步整合、逐步深化，使学生从情感上接

受教育内容，并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我意识，最终付诸行动。如此，

家国情怀教育才有效。                                                       

（二）遵循教育规律

家国情怀培养属于心理健康教育范畴，应该遵循心理教育的

客观规律。心理教育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当客观环境对主体产生影响时，主体本身的知识、生活经

历会对客观环境进行再加工。因此，意识产生于主客体的矛盾变

化中。只有当客体对主体产生的影响在主体可接受的范围内时，

这个影响才是有效的。基于此，家国情怀教育必须要使学生愿意

接受，而不是教育者的一厢情愿，要遵循“接受、认同、践行”

这一教育规律。

二、高职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策略

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模式，拓展教学知识和内容，用科学的知

识体系和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应该将理论课程与实践

课程有效结合，使家国情怀教育真正服务于学生，推动学生成长

发展，激励学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责任感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家国情怀与民族责任感密不可分。因此，培养家国情怀，首

先要培养民族责任感。民族责任感指学生勇担责任、献身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意识。高职学生处于青春年华，拥有高远的人生理想，

民族责任指向了最远大的人生理想。

在民族责任感的感召下，学生更愿意肩负起肩上的责任，承

担起国家建设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民族责任感是激发学生投身

民族建设和复兴事业的内在动力。

帮助学生养成民族责任感，首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心

理学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这

是推动学生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关键。

其次，使学生认识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途径是多样的，

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让

学生正确认识自己价值，认真完成每一项学习任务，从小事做起，

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最后，使学生养成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了解最新的政治和

经济形势，让学生找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向，以党中央

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想为指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奋斗。

总之，使学生养成家国情怀，需要教师深入挖掘家国情怀产

生的基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了解国

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从而使学生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前行，

不断养成家国情怀。

（二）让学生了解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

培养家国情怀离不开历史情感教育。让学生了解民族历史，

增强学生的民族情感，使学生在意识深处认同本民族、热爱本民族。

这也是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之一。

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了“大国气息”，这种大国气息使学生油

然升起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教育过程中，教师

可以向学生渗透民族历史和文化，让学生了解民族成长历程、品

味民族的历史文化，不断增强家国情怀。

历史的作用是用生动的事例给人们提供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才能不断开拓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令人深深感

慨、痛心的历史，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许多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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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被侵略，被掠夺，无数中国人民惨遭

屠杀、奴役。让学生学习这段历史，可以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让他们感受过去那一段被侵略、被掠夺的历史，体验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危机感，唤起他们的历史情感。

基于这种历史情感，学生的责任感被激发起，他们树立起投

身民族复兴事业的伟大理想，为实现国家富强不断努力。这种历

史情感教育也有助于强化学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感，让他们

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时代，是一件伟大的事，

是一项需要付出和牺牲的事业。

在这种历史情感教育下，学生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所感染，

学习他们顽强的斗争精神，学习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学习他们

始终将民族大义、国家利益放在前面的高贵品质。

总之，历史情感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可以引导学

生始终将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对民族发展历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家国情怀也不断增强。

（三）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培养学生的政治参与感

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时事、参与政治生活，是培养学生家国情

怀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时事，引导学生认识

我国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学习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

个领域新的变化，让学生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关注时事有助于培

养学生居安思危的意识，进而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

时事政治既包括与国家发展有关的时事，也包括与国家安全

有关的时事。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

的概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我们深入理解和学习国家安全形势，

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的内外威胁，指导我们用正当手段维护

国家安全利益。

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让学生了

解其前因后果，使得学生在面临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问题时可以

用辩证的思维进行思考，深入剖析国家安全问题，得到更正确有

效的答案和结果。

网络安全和其他多种安全相互交织是国家安全领域出现的新

特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认识这一特征，引导

学生思考当前在网络安全影响下的国家安全领域的新变化，引导

学生运用互联网关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浏览相

关新闻信息，让互联网真正拓展学生的眼界，实现世界相连，让

学生可以从多视角、多领域认识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

（四）开展社会实践教育，强化家国情怀的培养效果

根据学生心理成长规律，家国情怀培养工作归根结底属于实

践教育工作。要使学生养成家国情怀，教师需要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家国情怀的形成过程，是思想和情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从旧质到新质的矛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情、意、行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

教育部门近年一直在强调实践教育，而实践教育也是家国情

怀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社会实践教育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中

去，通过具体的实践感悟认识道理。

通过实践教育可以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

价值。参加服务型劳动，可以使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其价值，承担

其责任担当，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最终实现自我升华。

教师要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家国教育体系，开展广泛的教育

实践活动，加强实践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从而更好地“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此外，家庭、社会与学校要共同发挥作用，鼓励和引导学生

参与劳动实践，实现家国情怀的教育目标。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教师可要求学生总结实践心得，让学

生自我整理在社会实践中所学习的知识以及获得的人生哲理，这

有利于巩固其品质素养，培养其总结知识的好习惯。

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不只局

限于写书面报告，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制作 PPT 或者视频来讲解自

己实践的过程。这都是非常好的教育方法，都能激活学生的思维，

为学生发展家国情怀、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打下坚实基础。

三、结语

自古以来，儒家最推崇的就是家国情怀。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

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救民实践工作。家国情怀根植于精神沃

土，而精神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民族成长、繁盛的根基。

家国情怀激励我们度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激励我们

取得抗战胜利、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在今天实现强

国梦的历程中，家国情怀亦发挥着重要功能，激励奋斗者为祖国

建功业、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家国情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激励他们

努力奋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高职心理教育应该

关注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探索家国情怀的形成规律，

推动高职教育进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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