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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0 1 9 年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

“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

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

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当今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

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很多现

实困难，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需

求，需要多角度、多维度、多举措地将文化自信与爱国主义教

育高度融合，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挖掘爱国主义资源，形成全新

的育人格局，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1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现状

当代大学生是在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成长起来的，亲眼见证了

全球化的环境中。2013 年至2017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围绕

“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进行了

五轮调查。根据统计数据分析，88.8% 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

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大学生爱国情感是发自内心

的，爱国立场比较坚定，认同社会主义道路。随着祖国的日趋

强大，大学生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在稳步提升，国家与民族

的自豪感愈来愈强烈。

他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确价值观，要坚持正确的立场，

反对一切危害祖国统一的言论与行为。他们坚决支持国家统一，

愿意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大学生们对于西方的人权有了比较清醒

的认识，他们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在祖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在责任担当方面，他们能够以英雄

人物、当代楷模为榜样，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

1.1大学生家国情怀有待提升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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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无不彰显了中华民

族浓烈的家国情怀与厚重的家国观。但是，部分大学生认为只

有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才有机会爱国。他们表现为关注小时

代，忽略大社会；关注微生活，忽略大格局。他们缺乏以天

下为己任的情怀，心系国家兴衰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不强、回

报国家与社会的主动意识不强。在2019 年年３月召开的全国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

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

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这个问题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1.2大学生爱国理性有待增强

当今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自由度与及时性大大提升，

人人都自带麦克风。大学生往往坚信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他

们的爱国行为表现为强烈的感性，热情盲目且不稳定。爱国是

感性的，但最终要落脚于理性。只有在强烈的情感认同基础

上，经过理性的思考，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自己的行为，才能

将自发的爱国情感转化为深刻、持久的强国志和自觉的报国行。

2  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自信培育相契合

从目标追求与价值取向方面看，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自信培

育二者是一致的，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2.1文化自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动力

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

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为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了精神动力、力量源泉。文化自信是爱国主义的一种

精神形式，是体现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力量之魂，是中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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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体现。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民族自信，更谈不上文

化认同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形成。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空洞的

说教，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基础

之上的。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发展与弘扬是爱国主义精神的

源头活水与精神家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只有

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汲取力量，增强青年大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并自觉内化为爱国主义情怀，才能在实现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书写出靓丽的青春篇章。

2.2爱国主义教育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强有力的情感基础

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母体。爱国主义是

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中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内容。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牢牢站稳

文化自信的基本立场，深化大学生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

的理解与认同，从而构建牢固的文化自信体系。今日之中国正

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画

卷正徐徐展开。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文化自信的培

育提供了思想溯源，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强有力的情感基础。

3  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

3.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

在思政课教学中，要结合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全面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要素，实现其与思政课的有机结合，

增强思政课的文化底蕴。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朗读

者》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一系列制作精良的文化类节

目带领着观众共享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盛宴，也受到了很多大学生

的追捧。中华传统文化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词美文，

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充满人性关怀的价值观。教师若运用巧

妙，往往在思政课教学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容易激发学

生的共鸣，将课堂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当然融入的方式方法不能是生搬硬套，为了融入而融入。首

先，打铁还须自身硬。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教师要苦练内功，提

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完善自己的文化知识结构。加强以儒家文化

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促进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与

生命成长的重要途径。其次，须充分研读教材与大纲，对于知识

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有清晰准确的把握，并结合学情，做

好教学设计，创新文化诠释方式。再次，坚持情理结合，实现情

感培育与理性养成的交融。教师紧紧抓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

主义元素，由点及面，由远及近，将历史中的人物故事讲活，贴

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找到情感的燃点，让大学生获得深刻的情感

体验。同时，充分利用仪式礼仪教育功能，来增强大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怀和意识。在重大节庆日纪念活动、公祭、瞻仰纪念碑、祭

扫等活动中，精心创设爱国主义文化情境，以情感人，生动传播

爱国主义情怀，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教育润物细无

声地流进大学生的心田，淬炼他们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信仰。在理

论讲授时，教师须构建符合学生特点富有时代气息的话语体系，

将理论讲深、讲透、讲活。又次，注重培育青年大学生的自我教

育功能，使大学生在自我教育中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情感认

同。教师要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学习实践

中领略中华文化风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强化大学生家国

情怀，增强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最后，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思政课，是为了更好地运用文

化、弘扬文化、创新文化，并身体力行地积极践行。是否是真正

的爱国者，总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引导大学生树立爱国主

义的价值立场，做言行一致、动机效果统一的爱国者。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不但能够扩展思政课的深度和广

度，提高思政课的内涵，还提高了思政课的效度。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涓涓细流中构筑青年学子

的精神家园，增进其文化自信，厚植其爱国情感。

3.2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新时代青年大学

生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用文化涵养新时代青年，要让他们认

识到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前辈们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新

中国来之不易。

如何充分挖掘文化育人功能呢？首先，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

的英雄。要帮助学生走近历史的时空，追寻红色记忆的人物谱系。

向青年学生讲好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其次，要充分利用当地的

红色资源。革命圣地、旧址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

陵园等等，都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实地参观、互动体验往往能够直指人心。尤其是

通过身临其境，沉浸式现场教学、实践式导学、混合式研学，增

强大学生的情感体悟，让其感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文化凝心铸

魂，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才能使文化精神更好地

代代相传。最后，爱国主义的情感要落细落实。指出：“新时代中

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领导人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教育

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树立自己的理想，要将自己的理想信念与祖

国的命运、时代的重任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情、强国志，最终

落脚于报国行。要鼓励青年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下浓墨重彩的青春华章。

3.3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通过创新教育内容、教育理念、教育载体来培养大学生理性

爱国认知能力与思辨能力，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

化的本质属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区别，增

强其对“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什么是中国道路”

“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的理解与认识。

学校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微信、QQ、钉钉等网络信息平台，

积极开辟适应新时代大学生使用习惯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平台。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说话，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成就说话，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

践说话，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说话。加强正确的舆论

引导，为大学生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帮助大学生切身领略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不断提升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进

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不断迸发爱国主义情感,使爱国主

义的硬核力滋养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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