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2022 年第 4 卷第 10 期 育人不倦

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意义与方法探析
吴　化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山东 淄博 256414）

摘要：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家国情怀早已深深浸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今时代高校家

国情怀培育效果不甚理想，部分大学生对家与国的认识远不如先辈们那么深刻。所以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势在必行而又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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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歌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中

蕴藏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深深感动。中华儿女虽身在海外，却

依然眷恋故土，这种家国情怀早已在他们心中深深扎根。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悠长历史，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儿女灵魂深处拥有

家国一体的情感共识。

古人云：“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个强大兴盛的国

家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和睦安康，国家才能

安定繁荣。反过来讲，国家积贫积弱，单个家庭的幸福就难以得

到保证。可以说，“大国”与“小家”是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

割的概念，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早在古老的商周时期，

就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情感基础之上，从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推己及人并拓展、升华出了心怀天下、报效祖国的民族责任

感。可以说，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最珍贵的财富。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危难，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就会挺身而出，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奉献自己的热血和智慧，这

就是家国情怀的充分彰显。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起

点呼唤新的时代青年。当今大学生处在国家最好的时代，是中华

民族复兴大业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开创者、建设者。使命呼唤担当，

大学生作为强国主力军，只有将个人理想价值追求同国家前途命

运融合在一起，厚植家国情怀，才能担当复兴大任。

然而，从多种渠道可以窥探，现如今高校家国情怀培育效果

不甚理想，部分大学生对家与国的认识远不如先辈们那么深刻。

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校给大学生开设的相关理论性课程往往并不

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如果授课过程再枯燥无趣，就难免丧失对

他们的吸引力。另外，在信息化时代，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缺少了解与认同，家国情怀就更无从谈起。再者，当今我们的物

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学生能参与到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姿多

彩，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占据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对时

政新闻、国内国外大事等无暇顾及。过度的娱乐和放松让大学生

丧失了对精神世界探索的热情，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当脆弱。所以

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势在必行而又意义深远。

一、家国情怀的培育是大学生的立德之本

一个人不论技能多么突出、有多大成就，如果没有强烈的爱

国意识，没有为国为家奉献牺牲的精神风貌，恐怕就难以称得上

是真正大写的人。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家国情怀早已深深浸透

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

代百年国耻更让国人深深懂得有国才有家，个人、家庭、国家的

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就是要在“三

全育人”过程中，帮助大学生理解家与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与国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个人的责任担当对家与国的

影响等等。家国情怀是高校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具有

家国情怀是衡量大学生品德高低的重要标准。在培育过程中，可

以先从感性认识入手，通过重要历史事件引导大学生加深对中华

文明史、党史、国史等的了解，通过历史名人的先进感人事迹激

发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而树立起崇高的

个人品德和强烈地向榜样看起意识。

二、培育家国情怀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校园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

良好品德的最佳场所。大学生在读书生涯中也不能只读书、读

死书。从古至今，我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个人价值与社

会理想实现的最佳结合点。当今大学生虽然生长在物质条件相

对优越的和平年代，但也必须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十分

复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全国

人民都要准备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校园学习生

活也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背景，要与今时今日的实际环境相结

合。“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只有充分发挥学校作

为培育家国情怀主阵地的积极作用，形成良好浓郁的校园氛围，

才能燃起大学生的昂扬斗志，循着先辈的足迹，树立起为国为

家倾力奉献的崇高信念。只有这样，国家发展才有源源不断地

新鲜力量，大学生才能成长为有知识、有本领、有信念、有情

怀的全面发展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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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家国情怀有助于大学生担当起复兴大任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个人的成长成才必须以社会为依托，同时国家的繁荣昌盛也

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奋斗。个人与社会、家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要树立与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的责任担当。通过家国情怀教育，让大学生自觉、深刻地

理解家庭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个体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抚

育和陪伴。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同时也被自己的家庭寄予厚望，

首先要树立起家庭责任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全中国四万多个家庭汇聚起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复兴大任的实现对具有高强本领和崇

高品德的青年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家国情怀中蕴含着丰富的爱

国主义的养分，通过大力培育，激发出大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的深厚情感，进而迸发出奋发向上、报效祖国的强烈责任感。

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要结合校园内外环境和大学生的思想

特征，选择最恰当有效的路径。

首先，要重视家庭教育的力量。家庭是个人的人生起点，

也是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心智成长尚未完全成熟。这就需要在亲

情血缘的支撑下，父母、长辈营造相亲相爱、和谐向上的家庭

氛围，塑造忠诚奉献、爱家爱国的家庭风尚，父母以身作则，

引导大学生把对亲人的关爱、家庭的责任升华到对祖国母亲的

无限热爱中去。

其次，不放松思政课堂的主阵地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仍然是宣传、贯彻国家大政方针和新理念的关键课程。近些年来，

随着多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大学生接受讯息的途径和内容越来

越多元、丰富，再加上有些教材的设计并不十分贴合大学生的思

想实际，在思政课授课过程中又容易出现照本宣科、自说自话现象，

导致思政课堂主阵地作用受到冲击。对此，思政课教师要与时俱

进，尝试最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教学形式。比如，可以结合学

校所在地的红色资源，把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引入课堂，通过鲜

活感性的红色素材感怀先烈、回望我们党百年风雨历程；还可以

组织观看红色电影、合唱红色歌曲、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等，

把理论教学与生动的实践教学结合起来，用红色文化洗涤心灵，

用红色精神激励前行，从而使家国情怀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

能真真正正入脑入心。

最后，全社会共同发力。目前的社会中多元价值观念并存，

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等等不断发生碰撞。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占据了不少青年人的头脑，消解了

家国情怀的时代影响。

面对这样的形势，文化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鼓励多多推出类

似《战狼2》《长津湖》这样的热血电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音乐、

戏剧、图书等文艺形式方面，摒弃说教式的爱国主义输出，用真

诚的情感、动人的表达自然地传递中国精神。高校可以结合烈士

纪念日、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时刻举行庄严热烈的庆典仪

式，给大学生极大的精神冲击，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责

任感。

国家要继续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短短二十四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涵盖了各

自不同但又内在统一的价值诉求，蕴含着朴素而又深刻的家国一

体的理念。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理念，是青年大学生

厚植家国情怀的精神指引。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推动了社会历史进步，劳动是一切美好

生活的源泉，大学生也只有在勤勤恳恳的劳动中才能担当起复兴

大任。然而在当前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应试教育

的影响，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弱化，在校园中被淡化，大学生缺

少真实面对生活的实践。为此，教育部门在教材设计中就注重传

递劳动最光荣、最伟大的信念，鼓励学生从小就树立诚实劳动的

意识。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班务劳动、校务劳动、

各专业生产性劳动等劳育内容，让大学生在劳动中感悟一切成果

来之不易，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能提升思想境界、增进对家国

情怀的理解。

总之，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栋梁，厚植家国情怀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但这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

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也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都积极行动起来，

形成合力以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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