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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的开端，新冠疫情的出现使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了
巨大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中央机构迅速做出了对策，带
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全局性的胜利。而在抗疫过程中，我国涌现出
许多的抗疫英雄，其不仅代表着我国伟大的抗疫精神，同时也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将抗疫精神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既能够升华学生理想教育信念，对学校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教
学目标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时，应将抗疫精神与其相融合，引导学生不断提升自身
综合素养，推动高校加快发展，实现弘扬抗疫精神的目标。

1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意义
抗疫精神是指我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所形成的抗击

疫情精神，其不仅凝聚着中国人民与抗疫英雄的斗志与气概，同
时也代表着新时期时代精神发展的丰富内涵。高校作为培养人才
的重要基地，在推动学生全方面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道德素养。将抗疫精神融入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
使学生增强团结协作意识，提升其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培养艰苦
奋斗的精神。在抗疫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位抗疫英雄都对学生成长有
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既能引导大学生强化自身责任担
当，也能使学生以抗疫精神为指引，深刻感悟抗击疫情的艰苦精
神。因此，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抗疫精神能进一步凸
显思政教育育人的作用，达到提升学生自身道德素养的目标[1]。

2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策略
2.1推动思政课程改革。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

学生良好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将抗疫精神与其进行较好融合能够
增强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首先，高校思
政课教师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引导者，应将抗疫精神的内涵进行深
入学习并掌握，使其在今后的教学中能够将抗疫精神与思政课程互
为融合。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运用抗疫精神开展思政教
育，为学生讲解抗疫故事，使其明确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其次，在
新课改政策的渗透背景下，高校在推动思政教育课程改革时，也可
以组织专业学者与相关专家，共同整理抗击疫情时的真实案例与故
事等，并将其编印在全新校本教材中。同时，高校还可以通过选修
课的形式，开展疫情防控专题教育，促进师生深入了解抗疫故事，
从而实现将抗疫精神转化为努力学习的精神动力。最后，高校可通
过学生专业课程知识，将抗疫精神与其进行融合，教育教师也应将
教学目标与抗疫精神相结合，达到掌握知识信息的同时培养学生防
控疫情知识。例如，医学护理专业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为学
生普及相关防护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最
终实现抗疫精神有效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课的目的。

2.2在校园文化中弘扬抗疫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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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而在我国人民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时，铸就了具有创新性、继承性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力量，同时也具有丰富的育人意义。将抗疫精
神融入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在增强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意识以及艰苦奋斗精神，为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基于此，本文针对抗疫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意义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关策略，以期为高校教
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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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过程中，中国人民形成的抗疫精神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形式，将其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能够增强学生对抗
疫精神的价值认同。因此，为推动思政教育课程进一步发展，培养学
生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抗疫精神，高校应积极发挥校园文化传承的优
势，并将其充分运用到思政教育工作中。首先，高校可在校园内举办
与抗疫有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能够深入
了解抗疫精神，并将其转化成为自身学习的精神动力。例如，高校组
织学生观看防控疫情宣传片的同时，还可举办以“抗议精神”为主题
的演讲比赛，学生在演讲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抗疫精神，还能
为更多的学生普及相关知识内容。其次，大学社团活动作为学生自我
展示、发展的有效平台，高校可开展以抗疫精神为主题的社团教育活
动，发挥社团的育人功效，引导学生通过社团教育活动深入了解抗疫
故事，传承抗疫精神。最后，高校可在校园宣传栏中设立抗疫教师的
英勇事迹，将抗疫精神更好的融入到校园环境中，使学生在良好的校
园文化中受到抗疫精神的熏陶，达到弘扬抗疫精神的目标[2]。

2.3创新宣传方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然普
及在教育领域之中，高校可通过多媒体技术积极创新抗疫精神宣
传方式，使其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较好融合。首先，高校应
先构建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将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体。例如，在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软件平台上发布抗疫英雄事迹，有
效宣传抗疫精神。其次，还应重视抗疫精神的宣传形式，在网络
思政教育平台基础上，将抗疫精神剪辑成学生感兴趣的短视频或
动漫等，有效提升抗疫精神的传播力量。最后，由于新媒体网络
平台具有着双面性，既有传播抗疫精神的正能量，也有歪曲事实
的负能量，高校应时刻注重引导网络舆论，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奠定良好基础。此外，由于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已然成为现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发展形式，因此，
要想将抗疫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融合，高校必须
对网络思政教育进行高度重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结语：综上所述，将抗疫精神融入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能够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怀，对学生发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应积极推动思政课程改
革，创新宣传方式，在校园文化中弘扬抗疫精神，实现提高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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