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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的实践路径
邓雅媛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推行以来，如何通过网络平台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渗透爱国
主义教育，引领学生传承红色文化，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成为本科院校教育改革需直面挑战之一。其中，本科院校网络平
台作为输出教育理念，与学生交流互动载体，亦是爱国主义新时代教育重要媒介。本文通过探析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
载体实践路径，以期提高本科院校教书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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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与人们生活生产关系紧密，人们热衷于通过网络平台

阅读资讯、交流互动、学习进取，并为社会各界发展提供动力，“互

联网 + 教育”已然成为教改主旋律。然而，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有些本科院校网络载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却存在目的模糊、模式僵

化、体系滞后问题，影响“课程思政”教育成效。基于此，为赋予“课

程思政”渗透性、发展性，探析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实践路

径显得尤为重要。

1.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的必要性

1.1 提高“课程思政”教育质量
在本科院校网络与教育管理各个领域关系紧密，是“智慧校园”、

云端学习空间发展基础，教师在教授学生技能及知识同时还需践行

“课程思政”理念，守好思政教育责任田，增强思政内容渗透性，

发挥网络平台共享、交流、互动作用，提高“课程思政”教育质量。

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课程思政”重要内容，亦需在教育管理活

动中广泛渗透，引领学生树立爱国敬党意识，传承红色文化，明确

学习目标，能在学习实践同时共筑“中国梦”。基于此，本科院校

在网络载体融入爱国主义理念，旨在多渠道指引学生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继而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1.2 在“互联网 + 教育”中加强立德树人
与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形式相比，网络载体的引入具有丰富教育

资源，赋予教育活动参与性、趣味性、生本性，引领政府、企业等

主体参与其中的优势，为此值得在本科院校教育活动中予以应用。

立德树人要求本科院校教育活动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等教育理

念并行，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新时代教育发展目标，为此本科院校发

挥网络载体多元育人优势，例如面向学生展播国家劳模表彰大会，

为学生了解行业精英敬业爱国感人事迹提供有力条件，在学生群体

中树立榜样，使学生能看清成才方向，以为祖国做贡献为目标创新

创业，确保个人学习方向与祖国建设需求一致，助力学生成为国家

渴求优质人才，继而将德育与智育高效关联在一起，提高爱国主义

教育质量，达到加强立德树人目的 [1]。

2.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的实践难点

2.1 目的模糊
网络与爱国主义教育从表面上看并无共通之处，为保障二者融

合得当，本科院校需率先找准二者联动育人立足点，为网络资源集

聚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奠定基础。然而，当前有些本科院校存在

“互联网 + 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模糊不清问题，未能提高德育、智

育并行有效性，爱国主义教育质量随之降低。

2.2 模式僵化
网络资源丰富，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能发挥信息技术教改作用，

例如本科院校可以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软件为载体提高教育资源共

享效率，学生根据自学需求汲取有关资源，将自学内容与学生思想

行为关联在一起，达到提高自学效率目的。基于我国“互联网 + 教

育”经验较少，“智慧校园”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为此网络载体教

育模式单一，有些教师虽然利用视频、PPT 等模式输出教育内容，

但并未摆脱“灌输式”教育框架束缚，影响教育成效。这就需要新

时代本科院校加强教改，以网络载体为依托丰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改革活动不断发展奠定基础。

2.3 体系滞后
本科院校教育管理宏观目标具有层级性、全面性、系统性，为

利用网络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渗透性，本科院校需做好教育体系优化

工作。受教育目的不明、教学模式僵化、教育经验较少、师资力量

薄弱等因素影响，“互联网 + 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发展滞后，不利

于在网络载体中融入有关教育内容，有碍爱国主义教育朝着信息化

方向高效发展 [2]。

3.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的实践路径

3.1 明确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目的
第一，以党政先进思想为基础构筑本科院校网络教育载体，如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

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确保网络载体发展基调与爱国主义

教育内涵一致，能在融入网络载体基础上引领学生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四个自信”，树立“四个意识”，成为着眼于民族复兴的时

代新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砥砺强国之志，培养爱国之情，使爱

国主义成为学生自觉行为、精神力量、坚定信仰；第二，将“中国梦”

视为本科院校网络载体发展鲜明主题，将教育事业与国家建设事业

融合在一起，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网络载体与爱

国主义教育融合目的，在网络平台厚植家国情怀，扎紧精神纽带，

培育精神家园，凝聚中国力量；第三，在网络载体同时融入爱社会、

爱党教育内容，确保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三位一体，

使学生明晰个人命运、社会主义命运、祖国命运不可分割，引领学

生通过网络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及制度优势，用真挚情

感、坚定信念、知识及技能贯彻党政决策，继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达到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目的 [3]。

3.2 创新“互联网 + 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创新是攻克教改难关重要手段，这就需要本科院校鼓励教师创

新实践，在“课程思政”理念加持下在“互联网 + 教育”各个领域

渗透爱国主义思想及有关教育内容，旨在助推学生全面发展。例如，

本科院校可组织学生群体以“我和我的祖国”、“新时代应这样爱

国”、“那些你不了解的爱国事迹”等主题为导向展开拍摄微电影

活动，由学生群体自创剧本并合作出演，本科院校汇总学生微电影

作品，选出优秀作品在校内网络平台展播，还可与微博、优酷等媒

体合作播出微电影，旨在增强本科院校网络平台与爱国主义教育影

响力，肩负本科院校社会教育责任，同时学生群体在展播微电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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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能收获成功喜悦，实现个人价值，有利于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再如，本科院校可开通微信公众号，用以宣传推广与爱国主义教育

相关内容，可以“最美逆行者”为核心做专题报道，采访消防官兵、

医护人员，使学生明晰爱国主义动人事迹就在你我身边，还可鼓励

学生踊跃投稿，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抒发学生心中的爱国情怀，

在学生人格深处抹上中国红，达到有效运用网络载体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目的。伴随新技术、新理念不断增多，本科院校爱国主义

教育内容融入网络模式将不断丰富，需教师秉持恰当、可行、高效

理念做好模式升级迭代工作，避免出现网络教育手段先进、爱国主

义教育内容滞后现象，确保网络载体与爱国主义教育同步发展 [4]。

3.3 优化本科院校爱国主义网络化教育体系
第一，做好网络化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开发工作。课程是集聚网

络教育资源载体，本科院校为充分运用网络平台输出爱国主义教育

内容需加强课程开发。例如，教师可利用微课搜集网络上与爱国主

义教育相关内容，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红色文化、“中国梦”等角度出发统筹资源，分

设若干微课模块，为学生了解、学习、掌握爱国主义知识提供便利

条件。与传统课程相比，微课具有灵活、高效、多元特点，图文声

兼具，能调动学生爱国主义自学积极性；第二，做好教师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一方面教师需树立爱国敬党意识，深入体悟红色文化内涵，

明晰教育目标，肩负育人责任，贯彻立德树人，另一方面教师需学

会运用信息技术，懂得调配数字化教育资源，能立足网络根据学情

多渠道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第三，赋予网络载体开放性，将家

庭教育、社区教育、企业教育、博物馆等教育融入该载体，为多领

域引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奠定基础，同时规设配套教育管理规定，

维护良好“智慧校园”秩序，继而提高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

有效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具有提高“课程

思政”教育质量，在“互联网 + 教育”中加强立德树人必要性。这

就需要本科院校明确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网络载体目的，创新“互联

网 + 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从实际出发优化本科院校爱国主义网络

化教育体系，继而助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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