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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王　立

吉利学院　四川成都　641423

摘　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

尊严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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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 ; 我

国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保证稳定、快速发展，必须继续发

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

的光荣传统，蕴含着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的精神支柱，鼓舞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

奋斗。

1. 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意识，根据不同的

社会发展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颁布了一系列的

方针政策，同时还积极开展了各种各样、因地制宜、因时而

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

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也随之

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造成了巨大冲击。

进入新时代更要加强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讨与分析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缺陷，进而提出切实

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完成的首

要任务。本章坚持问题导向，拟通过问卷调查，查找问题，

分析成因，为下文构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原则内容

与机制、提出教育方法和路径、优化教育载体提供现实依据。

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承载着特定

的政治功能，是与国家和阶级相伴而生的，始终存在于人们

的意识形态之中，指导着个体认同维护国家利益，引导个体

自觉践行爱国实践，承担历史责任和使命。当代大学生肩负

着祖国发展的重任，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

义教育，能够培养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能够

让大学生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爱国主义教

育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爱

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对教育过程有比较高的要求。

因此，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只有精准研判新时代和大学

生的特点，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

义目标为导向，依据教育原则开展教育活动，针对《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的具体内容，配合合理的机制

保障，才能确保爱国主义教育取得实效。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于新时代如何做

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规定，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其紧紧抓住时代主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教育

内容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国家

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

引导大学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展现新气象、激发新作为，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爱国报国的实际行动。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要

同爱祖国、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增强师生更

好建设祖国的信心和决心；要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相结合，

使师生认清形势，坚定信念，增强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在新的历

史机遇下，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增强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

的困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把青年人才

培育成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

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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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

2.1 传统方法与创新方法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发展，要在科学分析、正确

对待、选择继承传统方法和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方法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也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历史过程。传统方法在我国古代体现在德治和德教相

结合，我国历史上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运用化民成

俗、因材施教、礼乐结合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在今天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发展传统方法，要注重道德

教化的作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

生的价值理念。首先，引导大学生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学生进一步坚定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在主流

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

其次，鼓励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帮助他们

认清什么是主流文化和正确价值观，让当代大学生在正确的

思想引领之下形成自己的主导价值体系，避免出现崇洋媚外

现象。同时，发挥开会、谈话、理论教育等方式的基本作用，

最大程度上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夯实学生的理论根据。

2.2 分段教育与分类教育相结合

分段教学，是因为大学生年级不同，生理和心理特征

也各不相同，因此应该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身心特征、认

知水平、学习能力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其在个体成熟度和个

体事物判断能力两个方面的差异。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遵循大

学生的发展规律，分年级、分层次开展教育。大一的大学生

群体具有朴素的家国情怀，但对国家、社会了解程度不深，

一旦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就很容易出现思想偏离的现象，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年级学生重点开展爱国主义理论灌输和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筑牢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底色。大二年级

学生已经逐步适应了校园生活，对整个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以

及国家意识形态等有了初步的了解。部分学生甚至开始借

助业余时间在社会兼职，与社会广泛接触，这一阶段的爱国

主义教育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大学生知道自己应该做

什么、怎样去做。大三大四的学生思想价值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思考判断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加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

业观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连接起来，

把个人发展追求融入到祖国发展进程中，到基层就业、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所以在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中，需要按照不同的年级制定个性化策略，突出不同年级

教育的侧重点，由此提高整个教育过程及最终结果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

2.3 理论灌输与榜样熏陶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所有理论宣传过程都离不开理论灌输，新

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如此，要充分发挥理论灌输的

作用，提高此方面教育的有效性。“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

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在学习中养成好的思想品

德追求”。大学生群体中许多思想先进、认知水平高的优秀

学生，可以把这些优秀学生作为示范榜样，利用示范榜样的

力量去感染和熏陶大学生，实现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爱国

情怀的自我提升。教师尽管是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但并非时刻围绕在学生身边，不能随时随地的对学生进行约

束。此时更需要通过朋辈影响，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

主义观。学生榜样能够对自身及周遭同学产生辐射性的约束

作用，深入地了解周边同学的情感和思想，开展更为直接更

为迅速的帮助和教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理论灌输法和榜样熏陶法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基本的方

法，两种方法有很多变化方式，比如理论宣讲和朋辈引导分

别是这两种方法的进一步演化，目前在高校普遍适用。但其

理论内核始终不变。只有理论灌输和榜样熏陶相结合，才能

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最

大程度上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2.4 实践外化与思想内化相结合

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

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

理的解决”。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把爱国主义思想内化于受

教育者内心，外化于受教育者行为，并且体现在社会实践中，

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实现思想和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在受教

育者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目标。

3. 结论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践行者。高等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

沿，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一项系统复杂的长远工程，也是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必

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论域内

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

方法，寻求有效的途径载体，求得切实可行的效果，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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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前和今后的永恒的重要课题，值得高校认真深入的研

究和细致广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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