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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疫情在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率先发现，举国上下与

病毒开展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斗争，白衣天使始终奋斗在前线，
与死神抗争。在此期间，大学生也表现出了极强的爱国热情，
充分体现了我国大学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使这种优秀的民
族传统发扬光大，即便是在无法到校学习的情况下，教育部门
协同各大高校开设了网课，全面实行线上教育，为厚植大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夯实基础。

1　利用疫情的防控成效厚植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信

1.1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中心位置
人民群众是国家政策的实施者，是党的指导理念的践行者，

新冠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源于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
源于人民的艰苦奋斗。正是如此，我国自发现疫情到有效防控
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党领导的绝对优势。
在全国创设大量的疫情防控点，全程免费检测和救治，根据不
同风险区制定科学防疫计划。此外，疫情能得到有效的防控还
需要致敬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的积极配合。由于
疫情爆发正值春节，在这个合家欢乐的日子里，以医护人员和
领导干部为首的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国上下、万众一
心，共同抗战病毒[ 1 ]。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经过岁月的累积与沉淀形成的一种特

定的民族文化形态，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独有的特定文
化标识，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逆流而上的推动力。新冠疫情在
历经三个月时间能够彻底消灭是国内强大的物质支撑和坚定的理
想信念以及传承的民族精神相得益彰的成果。在抗疫期间，举
国上下为重灾区人民捐赠物资，无数志愿者在重灾区以不同的身
份贡献自己的爱心，或治病救人、或分发物资、或建设医院，
都在以自己的力量抵御病毒，在众志成城的境况下，创造了以火
神山医院为首的无数个奇迹，彰显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2　深入挖掘新冠肺炎疫情下爱国主义教材丰富相关课程
2.1以榜样教育法提升大学生共情感
榜样教育是树立大学生正确三观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通过

典型人物的案例来增强大学生的认可，并且学习这种优秀的文化
品质。爱国主义源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此本课程应加强
建设，挖掘抗疫期间的英雄人物案例，如抗疫医护人员、警卫队、
社区人员等先进工作者事迹等，全面追踪记载，制定相关案例分
析资料，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并且定义为爱国主义系列
主题教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培养首先应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因
此除了课程收编以外，还应邀请抗疫英雄来校举办讲座，与学生
互动，讲一些抗疫事迹，让学生充分感受此类爱国情怀。

2.2发挥教师引领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以学生的主观意识为主，因此教师不仅要传递

理论知识，还应通过启发式教学引起学生积极响应课堂，并且通
过立意新颖的教学内容实现规划教学目标。此外，还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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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主体展开教育，强化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效果。基于新
冠疫情下，可以就地取材，将抗疫期间的重大问题引进课堂，倡
导学生自主讨论，通过所学的文化知识与自己的实践经验为抗疫
工作献上计策。或通过抗疫纪录片来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如七
月份上映的《中国医生》完全是疫情的时间空间再现，可以倡导
学生课后观看。由于思想政治课程是高校的选修课程，大班上课
有难度，教师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高学生的抬头率，例如互
动交流式、善于提问式教学等。

3　创新爱国主义方式，构建网络新阵地
3.1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坚守网络阵地主导舆论方向
在疫情期间，重风险区已经实行交通管制，市民出行管

制，但是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各种不同渠道的信息或者虚假信
息对于大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由于他们涉世未深，缺乏辨
别能力，极易受消息影响误入歧途[2]。鉴于意识形态高地占领
指导理念，我国应加大教育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思
想意识，规避不良信息影响大学生的三观，加强网络监管，正
互联网之风。此外，互联网作为疫情期间大学生主要学习和娱
乐基地，对于高校教育提供了便捷，全面贯彻教育部指导方
针，积极在网络上开展主题活动，可以通过软件或网址的方式
分享，以影视、广告、纪录片的形式记录防疫中的爱国事迹。

3.2 打造线上精品课程，打破传统教育方式
线上教育在疫情期间迎来了高峰，成为了教育领域唯一教学

途径。线上精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使教
育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也丰富了教学理念。部分高校在疫
情期间对于课程适当采集，通过资深教师录屏教育的方式将生成
的视频上传到各大软件供所有人观看，如使用率最高的MOOC 教
育软件，深化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课程学习。因此，高校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应在疫情防控中寻找突破口，宣传不同的教育
主题，如“大学生居家教育疫情防控指南”“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爱国主义”等文化课堂，主题必须立意新颖，引起大学生的观
看欲望，达到线上教学成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文化传承，依附于思想政

治课程，对于大学生具有人生导向的作用。基于新冠疫情下，线
上教育成为了唯一的教学途径，但是众多的英雄事迹也为大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教材案例，教师应深入挖掘互联网有用资源，
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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