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高校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课程开展现状
现阶段，诸多院校纷纷开设与爱国情怀内容相关的课程内容

与活动，极大丰富学生思政教育教学中的内容。但就现实情况
而言，高校仍较为重视思政教育教学内容，而对辅助思政教学
的爱国情怀课程缺乏合理安排，且与之相关的文化氛围甚至有待
进一步强化。同时，高校对于学生接受爱国情怀的重视程度较
弱，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难以有效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具体
表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缺失。虽然学术界有关大学生
价值观如何提升方面的研究内容较多，但就如何基于爱国情怀视
角提升大学生价值观方面的研究内容较少。例如，思政教育中
爱国情怀以何种形式内容呈现？爱国情怀概念、时代特征、实
现路径如何？这些问题均成为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各种困
境。因此，由于缺乏相关理念指导，高校通过思政教育中爱国
情怀内容提升学生价值观就略显困难。只有将思政教育与家国情
怀理论清晰梳理过后，才能有助于高校找见合力点与突破点，
进而提高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重视程度不足。当前，
大学生普遍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甚至不愿意参与
院校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究其原因，其一，针对思政教
育与爱国情怀课程的开设，高校更重视理论知识灌输与讲解，忽
视与学生发展实际相贴合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仍以教师
为主体，导致师生间互动较少，严重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
二，经济全球化促使文化价值观逐渐多元，极大冲击高校学生文
化观与价值观。受此影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道德素质日渐淡
薄，愈发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综上，这些现象表现出中
国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爱国情怀等教育内容的紧迫与危机，对
于高校培养高素质、能力强的一流人才提出警戒。第三，文化氛
围尚未形成。就全国高校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教育现状而言，诸
多院校仍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文化氛围。一方面，校园建设过
程中，诸多高校尚未设置与爱国情怀内容相关的知识普及橱窗，
甚至部分高校橱窗文化展示栏存在不更新现象。这一现象给学生
学习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
组成部分，家国情怀方面教育内容仍未有完善系统体系提供支撑。
诸多高校大多严重忽视对家国情怀内容的重视，虽然开设相关课
程，但多属于辅修课程，难以达到育人的目的。

2　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对培养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性
2.1增强学生责任担当
大学生思想素质提升是推动民族发展与提升国家实力的强大

动力，也是保证学生获得长久发展的持久精神力。因此，为促进
学生价值观提升与民族发展，高校强化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内容
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提升自身思想境界，还有助于增加院校高
质量人才数量。院校通过将爱国情怀课程设置为开展思政教育工
作的主题，便于大学生随时参与到思政教育课程建设、文化传承
与创新，进而让学生更好应对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不难
发现，高校之所以要着力指引大学生学习爱国情怀内容，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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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要强化大学生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有助于将大
学生培养成新时期合格社会接班者。

2.2提高学生家国情怀素养
从理性层面看，高校通过思政教育强化学生爱国情怀培养，

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家国情怀素质，还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形成正确爱国主义情怀，学生将对极端民族
主义、狭隘爱国主义有清晰认知，进而始终保持理性爱国主义理
念，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教育工作者在理性
范围内容强化学生普法教育，让其了解爱国主义内容，为学生获
取科学法治观念与规则意识奠定基础。而且，爱国情怀教育内容
有助于督促学生形成正确爱国主义理念，避免非理性情绪诉求，
进而提高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伴随院校相关爱国主义情怀
讲座、活动的增加，学生们将清晰认知部分事件发展形势，激发
学生爱国主义情怀，进而增强其民族自豪感。

3　思政教育中影响爱国情怀对学生价值观培养的因素
3.1教育主体
思政教育教师专业素质水平对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与价值观影

响非常大。可以说，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决定院校思政教育所能
达到的高度，以及决定学生对于爱国情怀培养。而且，师资力量
某种程度上可有效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素质与价值观，进而决定
高校是否具备培养学生价值观的“双向话语权”。仅有思政教育教
师具备丰富爱国情怀教学经验与扎实理论基础知识，且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铭记于心，才能让学生深刻了解爱国情怀知识内容。
加之，教师要做好道德标杆的榜样作用，以自身一言一行让学生
深刻了解爱国情怀的内涵，进而让学生将爱国情怀融入学生价值
观培养过程中。通过将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与学生价值观有机融
合，达到互促进、互渗透效果，有利于促使爱国情怀内容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烙印在广大学生内心深处。

3.2教育客体
受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影响，部分诸如“急功近利”等不良价

值观严重冲击着学生正确思想形成，为院校培养具备高素质人才
带来巨大阻碍，对思政教课堂教育质量提高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而且，高校作为学生获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素养的最佳场所，应
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积极正能量的内容，如爱国情怀内容。因此，高
校应拥有良好的网络环境，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积极正能量的学习
氛围。该种情况下，高校需占据主动权，采取有针对性、科学性
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其梳理争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念，已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这既是高校
思政教育教学与爱国情怀教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培养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4　培养策略
4.1发挥第一课堂培育作用
教学是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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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久朝廷又加封她为“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
沫若曾游览木兰陂，写下《咏木兰陂》六首，其第一首云：
清清溪水木兰陂，千载流传颂美诗。公而忘千山谁创始？至今
人道是钱妃。钱四娘可谓是为“大家”舍“小家”的典范。

4.3抵御外侵保家卫国。在惠安崇武镇还一直流传着钱储抗
倭事迹。因明清两朝多有兵乱，当地钱氏谱牒遗失，钱储无谱
牒难以考证。但根据《崇武所城志》记载，“千户钱储，百
户王铁，嘉靖三十八年（15 5 9 年）年内三月，漳奸民率倭奴
大众薄城。储督北门，铁督南门，有备不能克，相持十余闫。
至次年四月初一早四更时，倭乘烟雨密蒙，守阵军士躲宿窝
铺，遂梯城而上，分布巷陌黎明方发。储戮力拒战，不支，
遂遇害。倭拥众至南门，铁袒臂大呼，率军击开，被贼一刀
挥为两段。时犹有戮力巷战者，概被杀戮。住城中四十余日，
掳掠一空而去。城复之后，附民张来祥亲观铁当日被杀情形，
总述其事如此”在崇武镇靖江村钱氏家族主要聚居地有座寺庙叫

“无祀宫”宫内供奉钱储、王铁两尊塑像，另有块康熙四十七
年（1 7 0 8 年）林瑞撰立的碑文：《“厉坛序”（无祀宫）原
文》，对他们的抗倭事迹有明确的记载，“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年）四月初二日，倭寇犯所，众从千户侯钱公讳储，百
户王公讳铁御倭于东北阵，俾老弱西走。血战累日，力尽矢
竭，打成陷身亡，填尸遍野。寇退民复，就北关外后湖路石

盘下开筑灰圹十一窀，尽收骷髅而埋之”钱储死后朝廷封其为
“靖江侯”村即名靖江村，故居所在地名钱侯巷。

福建钱氏家族所弘扬的家国情怀对当今社会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有的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降
低，不讲奉献，一味追求，殊不知有国才有家；有的人对自己的
归属感产生了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
此，大力弘扬家国情怀，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
增进对祖国的感情，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福建钱氏祠堂文化蕴含着深厚的道德教育思想，
如能辩证地看待，并合理借鉴、应用，可增强其影响力和感染
力，对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
会，培育家国认同感和归属感，重塑理想追求依然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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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首先，转变思政教育课教师知识传授的理念。大
学生在思政教育课堂上既能获取专业知识，还能从学习专业知识
过程中了解思政教育中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内容，这种效果对培养
学生价值观发挥重要作用。对此，思政教师要不断转变教学理
念，积极借助其他手段提高课堂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正确价值
观。其次，发挥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育人作用。教师要不断梳
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汇总涉及爱国情怀方面的内容、观点与论
断，并将这些内容进行重新归类与整合，构建爱国情怀知识理
论体系，以充分发挥爱国情怀育人作用。最后，将爱国情怀内
容充分融入思政教育教学课堂当中。教师要不断创新教育教育模
式，将爱国情怀内容融入思政教育教学理论与体系当中，培养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教师要把握好思政教育中爱
国情怀的内涵与内容，完善与之相关的界定与传承路径，已借
此完善培养学生价值观的相关理念。

4.2加强第二课堂培育作用
作为培养学生价值观与强化其爱国情怀素质的有效途径，校

园文化建设应成为思政教育中爱国情怀宣传与教育另一重要载
体。而且，校园物质文化是辅助思政教育教学的又一组成成
分，是物化的文化形态，也是承载爱国情怀与校园文化的重要
载体。第一，高校要积极完善与创新校园文化建设方式、内
容，不断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蕴含积极、正能量及有着爱国情怀
的育人环境。例如，高校可在校园搭建与爱国情怀相关的文化
长廊，将该内容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学生，以培养学生积极、正
能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强化校园文化精神建设。
院校要不断强化爱国情怀精神建设，营造和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以通过有寓意文化活动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及核心价值观。
第三，举办相关人文讲座。高校要积极立足“双一流”建设
视角，增加与爱国情怀内容相关的人文讲座，促进院校间文化
交流，已培养大学生价值观。

4.3创新第三课堂培育作用
近年来，第三课堂逐渐出现，且有关该课堂的界定存在诸

多议论。文章认为第三课堂是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环境，即网
络环境、宿舍环境。作为一把“双刃剑”，网络为大学生提

供了解多元文化的渠道，但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大学生迷失在网
络环境中，进而影响学生价值观培养。同时，宿舍是大学生生
活、交友、学习的主要场所。不同环境下的宿舍生活对学生学
习、价值观培养存在一定影响。因此，高校要积极将网络、宿
舍环境的第三课堂作用发挥出来，以培养学生积极、正能量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优化线上网络环境。高校要积
极净化校园网络环境，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安全的网络氛
围，让学生更多从线上了解正向知识内容，提高其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同时，校园应通过网络积极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情
怀，以潜移默化的让学生熟悉爱国情怀知识。另一方面，营造
积极宿舍环境。院校要完善与宿舍相关的制度标准，为学生生
活、学习营造积极向上的宿舍环境，进而引导学生间互相帮
助、互相学习，提高教育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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