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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增强

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就是教育学生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国

主义既是一种观念、情感，也是一种责任和实践。要对国家有情感，对历史有了解，对文化有认同，真正产生一种家国情

怀，并把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理论体系，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大学生对于

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历史的传承者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高校要发挥好党建促团建，校园文

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及新媒体的作用，做好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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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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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riotism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ultivating the patriotism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ir patriotism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to educate students to love the Party, love the country, love socialism, and 
patriotism is both a concept and emotion, as well as a responsibility and practic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he 
country,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recognition of culture, to truly develop a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to integrate learning with 
practice to form a patriotic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are important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ey are inheritors of history and builders of socialism.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party building and promoting group building,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new media, and 
do a good job in patriot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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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大学生是广大青年中最富有青春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是党和国家的未来，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人生 “ 三观 ”
和道德品质的塑造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因此，青年一代

大学生必须遵循新时代爱国主义的要求，在多方合力教育

之下，自觉将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融合

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一、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1.1 教育理念落后

首先，目前大多数高校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其教育

模式主要是以学校课堂教育为主，相关课外实践活动的组

织频率较低且形式较为单一，教育的模式稍显僵化和单一。

大部分的高校只在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的纪念日时

举行爱国主义红色宣讲、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较为传统

单一的实践活动。我国高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主体，

应该担负起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

但据调查研究显示，在高校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其

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还停留在表面，形式化倾向较为严

重。高校并未对大学生进行深层次的爱国教育和培养。同

时大部分的高校在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思政课授

课时，将授课的中心侧重于为学生讲授期末考试内容，相

关的时事政治内容较少提及，这就导致目前的高校爱国主

义教育培养出了一批能够高分通过考试，却对时事政治、

国家政策方针并不熟悉的学生。

1.2 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创新不强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可接受的教育方

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课堂上单纯的 “ 灌输式 ” 教学，

远不能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需求。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方式还比较传统，主要依赖思政课教师课堂

上的讲授，而新兴的慕课、网络直播教学等方式还没有被

充分地应用到教学当中。网络思政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思政

教学方式，教师可以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

等平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讲。但是，这一先进的思想政

治教育手段却仅仅掌握在个别教师手里，远远没有达到其

应有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成效。爱国主义教育从根本上囿于

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根基。高校应将爱国主义教育打造成

“ 行走的教育 ”，寓教于乐、寓教于行，加强理论教学与实

践学习相结合，不断创新教育新形式，搭乘新载体，借助

新技术，从而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1]。

1.3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丰富性不足

教育内容是教育的核心要素，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

有助于达到良好的成效。当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 (12) 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54

容来自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见于 “ 大学生思想道德基

础与法律修养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及 “形
势与政策 ”，且上述内容的学习大多只限于大一、大二两个

学年的公共必修课，对于爱国主义选修课的内容设置不多、

供选择性不足 [2]。

二、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探索二、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探索

2.1 以党建促团建，抓好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坚定爱国

主义理想信念

学生干部队伍是大学生的骨干力量，优秀共青团员，

入党积极分子是党员的后备军，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紧跟党

的步伐，全面推进从严治团，着力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团

干与学生干部的学习与培训，严把入党推优的门槛，严格

按照党员发展流程进行选拔和审核，经常性的谈心谈话了

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党建促团建助力学生干部队伍成长

成材。以 “ 抓住少数，带动多数，促进全面 ” 的方式的推

动学风、班风建设，只有不断地学习，加深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认同、实践认同和情感认

同，才能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实际行动，才能树立广大青年学子树立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使命担当，成为新时代可靠

的接班人 [3]。

2.2 以日常工作为抓手，全面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夯实

信念信仰之基学生的行为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

入学开始，日常工作就应该以无形的方式渗透到学生的日

常养成教育中。入学教育的和军训的开展，是学生了解学

校的第一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不但帮助

学生建立明确的目标，也是培养学生产生归属感的重要一

环。学生日常管理与制度建设是培养学生行为规范的重要

部分，学校图书馆，公寓文化建设，文化长廊和文体建设

等校园文化建设，以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各种重

大节日的活动中创新宣传活动方式，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爱

国主义主题教育，让学生自发的去组织各种活动，主动参

与到活动当中来，在活动中思考和获取知识，才能体验人生，

获得信念，发挥好优秀传统文化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自觉弘扬和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4]。

2.3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辅以思政教育，筑牢爱国主

义教育防线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思政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课堂，要发挥好教师在思政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情操，这就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课教师政治素质要强，专业素质要硬，道德情操

要高尚。只有这样，才能感染学生，带动学生。专业教师

在课堂中应该有效挖掘育人元素，努力实现课程教育与思

政教育相结合，既要实现专业课程的育人目标，也要实现

思政育人的价值，让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

职责，使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实现三全育人。主题班会也是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应该加强主

题班会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学会思考，培养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集体凝聚力。根据国家形策与新闻热

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整个教育过程中，

让学生理解爱国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是空泛的大道理，

它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细微之处 [5]。

2.4 不断创新实践活动形式，提高大学生责任担当和家

国情怀，做好民情与国情实践教育

现在大部分大学生养尊处优，没有体会生活的艰辛和

不易，缺乏感恩意识和责任担当，让学生走出校门，进行

青年大学习和社会实践，增强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实践性，在社会大课堂中锻炼、实践和成长非常有必要。

一是可以通过基层实践的方式了解国情、社会和民情，让

学生了解国家的制度，社会的发展与如今成绩的来之不易，

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二是通过专业实践

进行锻炼，专业技术是踏入社会的敲门砖，只有过硬的专

业技术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站稳脚跟，大学生应该弘扬实

践创新的精神，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不虚度光阴，下苦

功夫学习，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三是进行各类志

愿服务进行实践，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扶贫助困，学习他

们身上坚韧不拔的精神，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学会感恩。

学校应该创造条件鼓励学生走出去，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实

践基地，为今后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教师应该

做好实践指导工作，不断创新实践形式，让学生真正学到

知识，增长才干。只有不断实践，才能让爱国主义教育真

正落到实处。

三、坚守网络主阵地，把握新媒体发展脉络，掌握大学三、坚守网络主阵地，把握新媒体发展脉络，掌握大学

生新媒体主动权生新媒体主动权

新媒体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占领青年学子们的理念和

价值观，网络的繁荣让新媒体形式多变，多种网络平台让

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学生的发声平台和接收平台也

让我们无从把握，各种思潮的涌入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

一定的冲击，让一些学生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网络上，对

传统爱国主义文化置之不理甚至对爱国主义教育理念产生

了质疑。这与我们的教育理念是相悖的，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要筑牢学生的信念之基，只有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情

感和社会主义立场，才能让学生明辩事非，分清曲直。做

为辅导员，要清楚学生的发言主渠道，学生喜欢的发声平台，

充分利用平台上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与学生多交流，多

沟通，主动走近学生，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为他们排忧

解惑。并依托校园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平台引导学

生正确发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增强

民族自信心。作为教师要不断学习，跟上时代步伐，主动

了解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为青年学生们的成长提供助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

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

一永恒课题，高校要多方位，多渠道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艰苦奋斗，

努力践行爱国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

实现。

四、结束语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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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神，引导大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牢记于心、实践于行，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探索出更优化的

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将是高校教师努

力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 张雅聪 . 谈加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J]. 智库时代 ,2018(28):289-290.
[2]李红梅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浅析 [N].

中共济南市委学校学报，2020

[3] 孙珊 .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路径选择

[J]. 南方论刊，2018
[4] 林秋琴 .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J]. 思想

理论教育 ,2020(10):102-103.
[5] 栾淳钰 , 姜震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的传统文化意

蕴 [J]. 廉政文化研究 ,2016(5):71.
[6] 邱梦雅 .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D]. 武汉 :

武汉科技大学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