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86 

鲁东大学加强艺术生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与经验 
宋亚林 

（鲁东大学  山东烟台  264000）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大学生个人成长和国家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近年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卓有成效，但在西方错误

思潮的影响及敌对势力的刻意引导下，仍有个别年轻人发表有辱国家的言论。针对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艺术生自身的特点，

鲁东大学强化改进艺术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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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提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也指出，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2]。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是激励着

我们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全面实

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爱国主义不仅是大学生加强品

德修养的有效手段，更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在爱国主义感召下，

无数大学生投身社会建设。在载人航天团队中，年轻人已经成为技

术骨干力量。在抗击新冠的战役中，无数的 90 后医务工作者逆向

而行，成为新时代最美的身影。他们都是当代大学生的楷模。但是，

主流之下并非没有泥沙和杂音，在爱国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

天，仍有个别人宣扬歪理邪说，散播不当言论。2017 年，美国马里

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舒平为讨美国人欢心，不惜贬低祖国，抛出“空

气香甜”论。2020 年，美国德雷赛尔大学中国留学生许可馨对全国

抗疫工作大放厥词，污蔑国家的抗疫政策。这些都说明高校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还有一定得疏漏，仍存在教育模式滞后，教育效果不明

显，思想改造能力偏弱等问题。本文针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问

题现状，结合高校艺术生的实际情况，探讨鲁东大学对艺术生爱国

主义教育实践和经验做法。 

一、现阶段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爱国主义教育理念落伍 

爱国情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大学生的爱国情感是其成为国家

栋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希望所在[3-5]。但当下不少高校在教学过程

中，仅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弱化其对大学生成长的重要

作用，没有真正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

立”。同时，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培养工程，教育

引导需循序渐进，如果仅采用单一的教育内容和模式，必会导致教

学内容陈旧，吸引力下降，易引起大学生逆反心理。 

（二）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单一 

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仍多以教师授课，观看视频，举行宣

讲会等形式为主，这种被动式的教育模式缺少学生的情感反馈。加

之，说教习气较重，很难引起 00 后大学生的感情共鸣，容易影响

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三）爱国主义教育师资水平亟待提升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授课教师对爱国教育知识体

系掌握地还不够全面，理论与实际结合不紧密，说服力不强。同时，

也缺乏个人魅力，很难做到像金一南教授和郑强教授那样挥洒自

如，旁征博引，导致课堂形式不够生动。加之，近年来新媒体迅猛

发展，许多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体的介入，对

于新形势下的爱国教育工作显得应对不足[5]。 

二、现阶段高校艺术生的自身特点 

艺术生作为高校大学生的重要群体之一，要做好他们的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既要抓住大学生的共性，也要关注其自身特点。通过

对 2021 级鲁东大学的 412 名艺术学院新生问卷调查发现，35.3%新

生在高中阶段接受了系统、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51%新生的爱国

主义教育流于形式，还是 13.7%新生没有明确回复。由此可见，在

高中阶段，对于本届艺术新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得并不充分。通

过分析，其自身主要原因如下表所示。 

表 1 鲁东大学艺术新生在高中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不充分

的表现特点和形成原因 

序号 表现特点 形成原因 

1 
重视专业，忽视

政治理论 

艺术生在高中阶段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艺术

专业学习上，客观上忽视了政治理论，导致

政治理论基础较差，对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知

识一知半解，相对于其他大学生，其爱国主

义观念稍显淡薄。当受到西方错误思想袭扰

时，容易受其影响。 

2 

自我意识强烈，

爱国主义引导

作用不明显 

由于艺术学科专业特点，艺术生独立意识

强，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致使其常常沉浸

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世界中，爱国主义教

育的渗透有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3 

思维活跃，易受

西方错误思潮

影响 

艺术生在接受西方艺术文化理论的同时，也

易受到西方错误思想影响。头脑中常常充满

了对西方所宣传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对当

下现实的种种不满，从而比较幼稚地产生逆

反心理，对爱国主义教育抱有一定的抵触情

绪，反而对西方的种种错误思潮和言论充满

了猎奇心理。 

三、鲁东大学强化艺术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经验和做法 

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党党委在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把握

教育规律，特别注重针对艺术生自身的特点，落实好爱国主义教育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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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筑牢艺术生爱国主义教育理念 

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更是国家的繁荣富强

的保证[6]。立德树人，以德为先，爱国主义是高校艺术生优秀品德

的集中体现。大一新生入学伊始，学院党委就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

在人才培养中的首要地位。设置 2 名辅导员专门负责全院艺术生爱

国主义教育，完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规划。同时规定，爱国主义教

育考核成绩将作为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达标的基础性条件。针对不

同年级的艺术生，实行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对于大一新生，

由于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从开学军训伊始，每天晚

上都安排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强化爱国思想。将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以及十九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干知

识体系，不断增强同学们的理论修养，使爱国主义教育嵌入大学教

育体系。每当“清明节”、“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艺术

学院党委都会突出爱国主题，缅怀先烈，崇拜英雄，不断深化艺术

生的爱国思想。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更多的是将实际生活与爱国主

义理论相结合，用实际的案例，如在扶贫道路上牺牲的“90 后”吴

应谱和樊贞子以及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张桂梅老师，用他们的感人事

迹影响学生。而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和即

将初入社会的不适，爱国主义教育更应注重增强他们的信心，让他

们相信祖国的明天更加强大，大国重器、大国建筑，总有自己的用

武之地，要像袁隆平院士那样，默默工作，心怀众生，只有将自己

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才能实现个人价值。 

（二）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艺术生爱国主义教育 

教育形式常常关系教育效果。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党委经常采取

不同的授课模式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在课堂理论学习过程中，根据

00 后学生的特点，特别注重老师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在讨论中辨析

观点和概念，引导学生做到“我想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同时，绝不照本宣科，深入浅出地全面讲述爱国主义形成的原

因、历史背景以及未来发展走向，加深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在

观看爱国主义教育视频资料时，一定要选取既可重塑经典，又富有

时代气息，还能充分展现个人真实情感的作品。如热播的《跨过鸭

绿江》，真实地再现了彭德怀、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形象，让学

生们知道，英雄不是一天“炼”成的，炮火硝烟的磨砺和对祖国的

热爱才使他们不畏生死，一心向前，打败美帝国主义。而扶贫题材

的电视剧《山海情》，展现了在党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广大干部千

方百计地带领当地人们通过辛勤劳作，最终过上好日子。他们的故

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仅伟大而且有温度，更能激励艺术生为国

家发展贡献力量的斗志。最后，不仅大张旗鼓地宣扬爱国主义教育，

更要对艺术生潜移默化地引导。部分艺术生对直接的说教容易产生

逆反心理，很难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对此，艺术学院党委采取“长

期渗透”的教育模式。根据艺术生自身的专业特点，精心打造美育

爱国教育专题课程。老师通过讲解一副恬静的山水画，激发同学们

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一曲悠扬的民歌，让同学们在不经意间领

略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同时，采用“浸润式”

教学，组织本院学生参与排演大型组歌《红色胶东》和师生互动的

红色音乐党课，让艺术生自主地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升华。同学

们通过自身创演，深刻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艺术家，如七一勋章

获得者蓝天野和吕其明的高尚情怀，他们一生为党为人民演出、歌

唱，最终获得人民的最高褒奖，为艺术生指明了人生奋斗的坐标，

增强对祖国未来的信心。 

（三）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师资专业素质 

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是一门改造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课程。

教育者要具备优良的政治品质，敏锐的观察力，做到“真听、真信、

真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

底，同时，不断拓展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构建完备的爱国主义教

育知识体系，包括国家和民族历史教育、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国

情教育等。艺术学院党委为了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师资水平，经常组

织教师沙龙，讨论授课方法，修订课程教案，吸取其他院校的先进

教学经验。组织教师到郭永怀纪念馆、胶东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

基地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提升教师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同时，强

化理论联系实际，时常举行讨论会，对当前的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

讨论分析，从中获得有用的素材，极大地丰富授课内容，提升思想

穿透力。如结合当下国际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

讲话以及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牺牲的四位烈士的大无畏

奉献精神，来激励广大艺术生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要勇于奋斗，甘

于奉献。最后，艺术学院还特别注重提升教师掌握新媒体、新技术

的能力。在短讯息、短视频的时代，教师们不断提升信息接受能力

和信息反应能力。不仅能在线下，更应该在线上时时传播爱国主义

正能量。通过关注受众目标，合理选择爱国主义作品内容，优化信

息传递形式，提高爱国主义思想穿透力，打造具有艺术学院特色的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成为正能量的“大 V”。通过在发布唱红歌、

为祖国绘画、庆祝建党 100 周年晚会等视频吸引了大批“粉丝”，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开辟信息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新阵

地。 

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高校艺术生正经历着

中国由富变强，直冲世界之巅的伟大征程。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凝聚

到党的周围，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常教常新，既要

保持优良传统，更要推陈出新，从内容、形式上，深深地吸引年轻

人，筑牢思想防线，共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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