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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元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岳  达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摘要：新冠疫情席卷全国,举国上下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战“疫”精神催人奋进，其也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当前，如何依托战“疫”精神上好高校思政大课，以战“疫”元素坚定大学生的信念、激发大学生的爱国

情怀、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人才基础，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疫”精神的

内涵及其对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战“役”元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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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

人的培养首先是价值观的培养。教书育人，重要的是育人，这其中

关键是要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才能

传道受业解惑”。[1] 

一、战“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依托战“疫”精神能使高校思政教育贴近生活 

自 2020 年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从席卷神州大地到侵袭全

球，战“疫”早已打响，在这个没有硝烟却异常惨烈的战场之上，

抗击疫情过程当中所迸发出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不断尽力磨难

而形成的伟大精神，这些战“疫”精神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

下。这场战“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生动、

最为鲜活的案例，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应该提高政治敏感度，积

极有效的将战“疫”精神、战“疫”元素与高校思政教育结合在一

起，依托战“疫”精神，更加直接的让高校思政教育贴近生活，让

高校思政教育变得有深度、有温暖，给予每一个大学生更加直观的

感受。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

疫情随之而来所带来的挑战，举国上下以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

的收到采取防控，而对于高校师生来说，如何上好这堂思政大课、

如何有效的将战“疫”精神与战“疫”元素科学有效的融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挑战；用战“疫”精神上好思

政大课，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提

升大学生的名族自豪感、加强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在此次战疫过

程中,全国人民所展示出的伟大精神不断丰富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

涵，同时也是高校思政教育中最生动的课堂。 

此次疫情是全国的战“疫”，也是全民的战“役”，在这场战“疫”

当中，很多大学生积极响应村委、街道、社区的号召，第一时间赶

赴抗“疫”一线，即便如此，仍有大部分同学无法直接参与到这场

战“疫”当中，虽然如此但他们都不应是这场举国上下战“疫”的

“局外人”，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提升自我认识与觉悟，在思想上

融入到这场战“疫”当中，积极跟随老师的宣讲，辅导员的介绍参

与到这堂思政教育大课当中；首先应该了解这场特殊战斗的根本所

在，同时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当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伟

大、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这堂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汲取养分，激励自

己，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不负韶华、励志笃行 

（二）挖掘战“疫”精神，能在疫情背景下更好的开展高校思

政教育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2]，

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当中，无数的“90”后乃至“00”后青年

群体第一时间赶赴抗疫一线，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异常惨烈，

他们随时都在直面生死，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担当。透过一个个战“疫”精神背后感人的故事，要让学生

看到，在历史的传承当中，青年是国家每一个时代的接棒人，他们

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

任此刻起都落在了每一个青年大学生的肩上，战“疫”思想政治教

育是青年大学生的助推器；当然，要将战“疫”与抗“疫”元素有

效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当中，我们就必须要挖掘战“疫”精神，

只有剖析战“疫”精神的核心，才能更好的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三）开展战“疫”思政课程，可以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我国制

度优势 

把握这次战“疫”所带给我们的战“疫”精神与战“疫”元素，

上好这堂思政大课，调动每一个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学看到，这次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

系的考验，更是一场对中华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考验。太多的案

例让我们一次次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面对前所未有的挫折，我

们依旧百折不挠，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在书写属于我们的历史，书写

这令世界瞩目的战“疫”精神，更以火神山与雷神山两座医院的建

造，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也向所有人再一次阐释了

中华民族坚定的意志。我们更应该从这次战“疫”中看到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正因为这个优势，我们

拥有强大的调度与协调能力，作为青年大学生，应该更加全面客观

的认识中国，看到中国力量，激发爱国情怀，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

事业接班人。[3]在将战“疫”元素与高校思政教育结合的同时，还

要继续遵循思政教育的工作规律，重视学生本身的成长规律，同时

也不断强化自身的工作水平。 

二、战“疫”精神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一)可以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对于每一个青年大学生来说，理想信念相对模糊，这个阶段需

要老师辅导员正确的引导，通过讲好抗击疫情背后的种种案例与故

事、有效科学的将抗疫、防疫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使青年大

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

性，也正因如此，中央可以在疫情爆发后迅速做出判断、完成部署，

对疫情防控进行全面有效的统一领导，做到抗疫的同时兼顾经济的

发展、扶贫的推进；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行之有效的调度多方，

全力下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再一次让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战

胜疫情的可靠保障。[4] 

(二)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一个国家的强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这是最好的、也是最

生动的、最为贴近生活的爱国主义教育案例。我们都看到了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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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后，全国各地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一度出现了供应紧张的现

象，但是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将重要物资实行统一调度，同时

快速建立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这一系列的举措极大程度保障

了市场的供应、稳定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让学生看到我国的

综合实力，感受到我国物质技术与生产能力的强大，从而激发爱国

之情。 

除了对于物资的及时调度以外，疫情期间，全国各地迅速集结

了多支支援抗疫一线的医疗救护团队，四万余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

奔赴抗疫一线，同时人民解放军迅速做出反应，多个不同军种第一

时间派出医疗队伍、运输器械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

党员干部也积极响应号召，做到带头作用，深入社区村庄，筑起抗

疫阵地，志愿者们也无私奉献遍布疫情防控的各个角落。清明节期

间，组织学生深切哀悼在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

胞。组织学生在网上观看全国哀悼活动，教育学生铭记英雄，悼念

同胞。同时，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对人民的关心和关爱，激发爱国主

义情怀面对此次疫情，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他们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战疫中许多砥砺前行、鞠躬尽瘁的英勇事迹,

为中华民族千年形成的奋斗精神增添了英雄的色彩,通过这些故事，

让大学与生看到中国人民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从而激发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可以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 

只有一个民族有自我认同、自豪感，才能让一个国家从弱小变

得强大、才能让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此次与新冠疫

情的战斗过程，中国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中国创造、中国力

量，从第一张病毒株体电镜照片的发布到中国研发的核酸检测试剂

问世，再至后来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的九天修建，这一项项看似

不可能的奇迹，都在不断刷新世人对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感染着每

一个中国人、每一个青年大学生们。 

(四)可以加强职业认同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夸父逐日”此般勇于追梦的神话传说，

中华民族是逐梦的民族，是拥有梦想的民族。[5]本次战“疫”过程

当中，许多医务人员自发请缨奔赴疫情一线，他们真面生死，生命

随时受到死神的威胁，与死神争分夺秒，一次次将病人从死神手里

救下，不分白昼的辛苦工作，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最美的“逆行

者”，在这次战“役”、抗“疫”的过程当中，通过学校的宣讲和高

校辅导员的讲解，青年大学生们纷纷响应国家号召，自发到各个乡

镇、街道、小区进行防疫协助工作，不惧风雨，不惧危险，青年大

学生们用青春谱写出了时代的华章，同时学校往届优秀校友纷纷也

都驰援疫区，一个个感人的事迹、动人的故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

新时代背景下新青年的担当、新青年使命的崇高与伟大，让青年大

学生们感受到医务工作者的付出与奉献，激发加强他们的职业认同

感。 

(五)弘扬学生志愿者服务精神 

在疫情防控狙击战中，我们看到太多青年大学生志愿者自发到

所在乡镇、街道、社区进行志愿者服务，他们积极协助配合防疫人

员进行人员出入登记、体温测量、物资分发、防疫知识宣讲等工作，

志愿者行为得到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广泛赞誉，高校对志愿者服

务的肯定和宣扬更为树立“奉献、进步、友爱、互助”的志愿者精

神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使广大青年学生得以学习。 

三、战“役”元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式 

(一)宣讲观看 

战“疫”元素的背后有着诸多感人至深的战“疫”精神，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案例将学生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距离拉近，作为一名

高校辅导员，除了引导学生建立完善健全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外还

承担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紧扣这次战“疫”

元素背后的战“疫”精神，将其有效的转化吸收到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当中，使战“疫”精神始终贯穿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乃至今后

的人生，成为其未来前进的推进器。辅导员应该紧随时代，通过时

下学生们最常用的 app 等媒体工具，引领学生深入观看学习战“役”

精神，更深层次的挖掘战“疫”精神中的养分，加强学生客观全面

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知，同时可以适当的邀请参

加援鄂一线工作人员进行线上宣讲，线下宣传的形式，不断坚固学

生的思想根基，不断强化战“疫”精神的核心内涵。 

(二)组织活动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大高校一方面深入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及时将疫情防控的

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课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担当奉献意

识，践行高校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6]我们应该发挥专业优势，号

召师生结合专业特长，开展抗“疫”主题作品创作，为抗疫斗争加

油鼓劲。 

(三)以战疫精神加强大学生敬畏自然和生命健康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也涉

及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辅导员应抓住此次契机,对大学生进行

自然科学与生命健康教育,提高其健康意识,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提高

个人身体素质。[7]可以依托第二课堂活动、 学校官方公众号等平台

线上线下讲述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危害, 教导学生敬畏自然、爱护

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特别应进

行生命健康教育,要注意将迎难而上、 砥砺前行的“逆行者转化为

生动素材, 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真谛,珍爱生命。 

结语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度，用好战“疫”元

素。根据学生接受特点，将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进事迹等作为案例，

及时融入思政课教学，把疫情防控战“有意义”的事情讲得“有价

值”，用战“疫”元素讲好一个故事，用战“疫”精神上好一堂思

政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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