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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培育路径探析 
陈致中 

（暨南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  510632） 

摘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步入了全新的时代，新时期为我国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多

样化的发展前景，在新时期发展背景影响下，我国各方面的成就都较为优越。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也

更加突出，因此如何强化当前大学生的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提升国家认同感与荣辱感，是当前大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时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接班人，因此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是促进中国梦实现的根本途径。通过对当前我国大学

生的整体发展现状分析，总结出当代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虽然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强，但是在实际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文章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通过探究强化了当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路径，从而为我国繁荣昌盛的建设培育优秀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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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1 世纪我国步入了全新的时代，国内的形式与早些年相

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1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的多样化发展为新媒体

环境的整体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应用优势，其他国家势力的飞速发展

对我国高校的学生的影响很大，学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思想

低下、认知狭隘的问题，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产生了一定怀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强化当代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感、提升学生的国家归属感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具有较强的优势。

通过探讨总结出，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路径、强化学生的

国家认同感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形态领域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

各高校应强化思政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提升学生的整体爱国意识。 

一、国家认同感的内涵和特点 

国家认同感的实质意义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自己归属

哪个国家的深度理性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族

群、制度等一系列构成要素的综合评价以及深厚情感，本质意义而

言，国家认同感是指国民群众的自我心理活动，他能够从根本上体

现出国民群众对于自身国家的热爱程度，同时能够总结出国家发展

的历程，掌握国家的基本构成，发自内心的对本国的文化、历史、

道路、制度等一系列内容进行支持，如果别人对自我国家出现了抵

毁性言论，在国家认同感的驱使下，个人能够提升使命，严厉杜绝

有辱国家行为，有辱国家形象的事情发生[1]。 

国家认同感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阶梯性、动态性、政治性以及

差异性，国家认同感的历史性实质是指国家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程

度上的，通过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整体的发展和自身国民身份的认

同，从而强化国家发展的动力，使国家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延续意义；

国家认同感的阶级性体现在国家为了统治统一而采取的一种多样

化手段，是为掌权阶级服务的工具；国家认同感的动态性主要表现

在，认同感总是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因素而产生

变化，不同时期的国家动态感的动态性具有较强的差异化；国家认

同感的政治性的实质内涵就是指，不断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国家认

同感具有较比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产生着密

切关联[2]。 

二、新时代培养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意义和重要性 

（一）通过社会发展层面分析 

时代发展背景下经济逐渐全球化，世界出现了多级化局面，社

会信息化发展的脚步不断增快，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一系

列发展背景为当前我国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时代

以及社会的变迁给世界带来了较强机遇的同时，也对国家认同感的

建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强化当代大学生国家

认同感，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成长具有较为实质的意义[3]。

通过社会发展层面分析总结出，新时代大学生树立强烈的国家认同

感是在时代发展中，为了强化我国建设的重点要求，在社会主义转

型的关键时期，新时代大学生应树立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将自身的

成长与发展与时代发展相关联，强化国家认同感是国家稳定和民族

团结的重要根本，大学生在时代发展背景下逐渐提升自身的国家认

同感能够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优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具有较为实质

的意义。其次，新时代大学生树立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是世界各国理

论传统和实践的根本，世界各国的国家认同感在发展过程中都极其

重要，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越强，那么国家的社会凝聚点就会越高，

国家的整体发展就会事半功倍，如果国家的认同感较低，那么国家

将会动荡不安，严重时还会导致国家分裂，制约了国家的整体发展。 

（二）通过学生自我发展角度分析 

通过对学生的自我发展角度分析，总结出新时代大学生树立强

烈的国家认同感，能够促进自身未来多元化的发展，强化自身的成

长路径[4]。大学生是当前我国较为特殊的群体，新媒体时代发展下

的大学生树立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能够实现国家发展大我的价值，

引导学生能够跟党走、听党话，帮助学生在未来发展中明确自我的

发展方向，同时能够引导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寻自我的突破

口，强化自身的工作以及学习能力。作为新时代的社会接班人，大

学生应坚定自身的立场，随着国家的形态而逐渐转变，在国家认同

感强化过程中，应抵御不良外界因素对于我国形象影响，以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作为发展根本，通过自身国家认同感的提升强化自身在

未来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树立自身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

想观。 

三、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措施以及路径 

（一）强化汉语的主导地位 

我国在国际发展中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着几十各民族，

民族语言也各不相同，每个民族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色，语言对于

人类的成长具有较为影响的作用。民族语言象征着民族的发展、民

族的文明，只有掌握了民族语言才能够领会民族发展的根本，总结

与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精髓。语言对个人的影响较强，能够影响着

个人的社会发展地位，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民族国家的认同

态度等等方面[5]。 

前些年我国由于民族众多，因此有些民族发生了分裂独立的事

件，导致分裂分子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本原因就是民族语言，很多分

裂分子认为民族语言就是他们的母语，因此要与国家进行分裂，民

族地区当地的民族语言是在当地生活、工作以及流行的重要保障，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在每个地方人民交流过程中会自然而

然的运用到地方语言，因此就忽略了汉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也无法使每个地区的人民都接受汉语的熏陶。这种情势下就极

容易导致内心极端的分裂分子模糊自身的社会地位，降低了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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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感。 

在大学生教育过程中应强化汉语普通话的教学应用，将汉语普

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强化民族发展的共同性，汉语在我国发展中占据

着自身的主要地位，在我国各地区都应强化汉语的应用。在学生教

学过程中，应用汉语和方言两种教学模式，强化汉语的重要性，应

加强学生的普通话训练，使学生明白汉语普通话教学的实质含义。

学校在下达一些重要文件时，应用普通话进行传达，强化汉语在各

民族之间的应用，时刻提醒各地区人民国家和谐统一的发展目标[6]。 

（二）新媒体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 

21 世纪是新媒体时代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全

面优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人民生活节奏不断增快，同时

新媒体技术在人们生活、工作中的全面应用为人民提供了一定的便

利，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由于新媒体具有较强的共享性、交

互性以及时效性，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自身较为突出的传播

优势，能够将信息进行实时传达，但是由于互联网上各类信息众多，

因此如果互联网中出现了影响公民价值观取向问题的新闻，那么将

会导致不良信息在互联网快速传播，影响我国公民的价值观取向[7]。 

例如，当今时代我国微博 APP 在新媒体平台中占据着自身的主

要地位，微博的热搜话题能够引导社会的舆论与社会风气，针对此

种问题，国家也要求微博进行不断的优化与整顿，杜绝微博中涵盖

影响国家发展、影响人民价值观取向等一系列话题产生，目的就是

强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当代的大学生而言，大学生是微博 APP

的主要受众群体，因此不良的网络信息会对大学生的整体自我价值

核心价值观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强化网络和谐洁净是每一位中国

人民都应强化的目标[8]。 

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各平台应以国家发展为中心，强化社会主

义道路的优化，主动接受国家人民的监督，新媒体平台应提升自身

的社会责任感，履行自身的社会义务引导社会正确的舆论，避免影

响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出现，为人民群众以及

社会的和谐提供多样化的参考，同时应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突

出一个中国原则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避免不良舆论在网上

肆意传播，为人民提供干净、整洁、和谐的网络平台。 

（三）提升高校作为主阵地提高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作用 

针对当代的大学生而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可以提升自身的整

体发展方向，为自身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作为高校而言，在对学生

进行国家认同感教育过程中，应强化提升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实践活

动，加强国家认同感在学生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且同时要突出国家

认同感的教育内涵。根据学生的实际发展现状，为学生创建国家认

同感的创新性课程，使学生能够在创新性课程中逐渐找到自我的方

向，强化自身对国家认同感的认知。提升自身的国家认同能力，优

化国家认同感的整体带动作用[9]。 

除此之外，学校还根据学生的实际发展特点，强化校本素材的

研发工作，根据学生的身心特征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理论性教学，使

学生能够在理论教学的引导下总结出国家认同感对于自身发展的

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学校也要加强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

合作，强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对学生提升国家认同感培育的重要

作用。在对大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做好引导者、

帮助者的角色，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生发现发生

问题时，应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利用优秀的思政课程内容，强

化学生的爱国意识，同时要强化学生的优秀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想观，引导学生能够对国家的历史、制

度、文化、道路等一系列内容产生强烈的认同。 

初入大学的大学生就像一个洁白无暇的碧玉任人雕琢，因此教

师在对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整体发展现状，强化学生

的爱国意识，引导正确的学生培养方向。在学生发展中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引导，强化思政理论课程教育的重要性，激发广大青年学生

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应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作

为根本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强化爱国主义课程的教学力度，突

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系列教育内容

在大学生学习中的价值，加强当代大学生对我发展的背景理解，懂

得中华民族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原因。除此之外，大学应根据大学

生的发展现状，强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参与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活

动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感；通过社会活动强化思政课堂所学的知识

内容；在社会活动的引导下使学生了解与掌握我国历史发展的伟大

成就，从而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突出思政教育的实质作用[10]。 

结论：通过文章简单探讨总结出，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的重要接班人，应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感，肩负起时代发展的使

命提升自身的责任意识，以国家认同感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通过

国家认同感的引导强化自身的发展方向，使自身成为社会以及国家

发展的有用之才。除此之外，各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的培育教学工作，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作用，强化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突出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引

导强化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从而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多样化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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