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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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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将会帮助到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伟大宏

愿，帮助学生建立起家国情怀。因此，高校应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地去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方法、新平台。文

章就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以及如何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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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大学时期对于他们的人

生是极其重要的，在大学中接受到的教育将会陪伴他们一生。而各

高校承担着无数家庭的梦想，以及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目标与责

任，理应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一环。

1 新时期中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1.1 有助于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我们都深知，“三观”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同样如果大学生

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更恰当地解决经济社会各类问

题与冲突，更准确地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规律。对于大学生来说，

大学阶段是其人生中“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自身认知接

触事情的力量较强，但是对繁杂的生活缺少应有的亲自感受和心灵

准备，在繁杂的事情前面好坏未清、善恶不分。但对大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将会帮助大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进

而树立起正确的三观。

1.2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自觉捍卫国家权益的责任意识

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快，丰富的社会思潮涌入到我们大

学生的眼前，但大学生具有的最大的特点是价值观还未完全的形成，

很容易就受到社会上一些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学习各种专

业知识的同时，加深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有利于帮助大学生

正确的认识我国国情以及正确的认识目前世界的形势。我们大学生

将肩负新一代我国伟大崛起的重担，在新世纪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强

化对我们大学生的忧患意识教育工作，对我国长治久安以及大学生

的成长，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1.3 有益于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我国身为世界四个文明古国之中，我国是唯一的一个文明发展

进程自始至终都不会停顿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国。拥有着古老光

荣的历史也有着绚丽多彩、灿若星河的文明。而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也早已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种族文化个性和

种族文化气概当中，已变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弥足宝贵的精神财产。

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作为一种历史内容，与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

基本前景相联系，与一定历史时代内全体民众的实际要求相对应，

因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种时代中具有着不同的文

化内涵。大学生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新生力量，在

崭新的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是传承和弘扬先进的中国人

民文化精神和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动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

证。爱国主义教育可以促使大学生更加广泛的认识中华民族辉煌而

富有吸引力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此就可以进一步

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和荣誉感，进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2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现状分析

目前，爱国主义教育想要得到理想的结果必须充分考虑大学生

的情况，目前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2.1大学生在德智体美教育方面失衡

德智教学在高校中，本来就是属于同步培养的内容。但是长期

以来，许多高校的教学功能上仍然面临着德智失衡问题，也正是现

在的高校更重视智的教学，对德的教学却是缺少状态，因此长期以

来也缺乏根本性的革新与改善。目前的情况以考试分数的多少和升

学率来评价学生、学校的声誉与地位，从而影响了爱国主义教育，

也导致爱国主义教育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政治活动形态，而不是为了

学生全面发展所提供的。这样，爱国主义教学也就产生了架空的现

象。

2.2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相对陈旧

我们都知道，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道德文化组成的

主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德育大纲中，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和

基本特点，均有了具体阐述。但长期以来，学校在教授德育课程的

教学内容领域方面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脱节或单纯重叠”的状况，

有的背离了学习者自身特征，有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实践发

展现象。

2.3大学生在对待爱国主义教育上存在理论化

长期以来，在片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个别大学生对爱国主义

教育存在理论化，言行不一，缺乏实际行动。爱国教育所需要的是

整个社会的合力和合作，而并非单纯依赖于理论上传达的科学知识，

这一个因素也造成了许多中国当代大学生尽管有着强烈的爱国热

情，却没有明显的政治方向性。

3 加强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及对策

3.1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的建设

当前大学的课堂中，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形式多样，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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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更应多尝试各种新的教育方式。如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

翻转课堂中，不仅让学生学到了，还给了学生参与以及实践的机会，

加深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同时，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是思政课

程，各高校应重视思政课程的建设，将教学新方法，爱国的新思想、

新理论、新内容带入到学生的课堂中。其次，除了思政课堂，大学

的其他课堂也可以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能够实时的感受到爱

国主义，进而潜移默化的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3.2 选好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经历无数次艰难困苦之后变得愈发强大，背

后正是有中国精神做支撑。古往今来，无数爱国人士、无数的爱国

案例，都给我们的课堂提供了优秀的素材。老师在素材的选择中，

应该要做到精挑细选，素材不能陈旧，要能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如

在全民防“疫”的背景下进行爱国教学，把防疫事迹转变为对广大

青少年学生开展爱国教学活动的素材，让广大青年学子在情感上和

情绪上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增加了爱国教学的感染性、说动力和影

响力，真正使爱国教学进入广大青少年学子的心灵。

3.3 借助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大学中的社团活动，具有参与者多、学生投入度高、热情高的

特点。如果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学生社团的活动，在这些多姿多

彩的社团活动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

仅学生的学习热情高，且学生学习的成效好，更是丰富了当前爱国

主义教育形式。因此，各高校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校社团的活

动联系起来，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及爱国热情，强化大学生

“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和正确的时代价值导向。

3.4转化爱国主义教育成果

利用社会现实，培养学生服务祖国的意识与能力，引领学生进

一步加强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自信心、基础理论自信心、体制

自信心、文化自信心，厚植爱国情感，将爱国主义情感自觉渗透到

保持和发扬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

当中。将对大学生的爱国教育落脚点放到社会实践之中，通过提供

实践平台，着力于促进爱国德育的成效转变，并主动引领广大学生

认识“小我”与“大我”的相互关系，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使大学

生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报国行动。

4 结论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传统，是促进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前进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力量。当

代青年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生力军，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中

流砥柱，必须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弘扬红色基因，争当时代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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