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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路径
郑玉萍

厦门华厦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爱国是我国人民最为真挚、朴实的情怀，高校内的学生作为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爱

国主义教育应成为我国各个高校中对学生开展思政课程的核心内容。在此发展背景下，针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进行研究十分有必要。本

篇文章便针对高校思政课程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举措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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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国主义是我国民族精神中的核心，其有着凝聚中国心、振奋

民族心的重要作用。在高校课程中开展的思政课程面向所有青年学

生，并且是爱国教育的主阵地，因此，必须要建立一支政治信念坚

定、亲情国情深厚、视野开阔的纯教师队伍。同时进一步推进思想

政治课程的改革，以更为实质、灵活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1 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1.1 迎合高校思政课程根本目标

习总书记曾指出：“爱国是世界上最为持久，最为深远的一种

情感，同时也是一个人立功、立德的根本。”民族复兴作为我国近

代以来最宏伟的目标，需要人们尽力实现，而高校思政教学承担着

为我国社会培养接班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因此，将爱国

主义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悠久岁

月中，有无数人以自身为代价，为个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如果没有爱国人士为国付出，那么国家就不能繁荣昌盛。

这些无私奉献的事迹，呈现出了许多对学生有着教育意义的实际案

例[1]。

1.2 迫于国外严峻形式需要

在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内外部风险。处于大学生涯的学生们，

自身人生、价值、世界观念尚未形成完全，同时，大学生自身辨别、

判断能力也正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大学生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外部

因素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外，反动分裂势力对中国的分裂行径从

未休止过。一些敌对国家对中国经过不懈奋斗取得的成就存在嫉妒

情绪，对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心存妒忌，在我国科技发

展、国家资源、国家领土以及外交等多方面，敌对国家经常性地对

我国进行“碰瓷”。面对敌对势力的不断挑衅，思政课教师如果不

能及时从宏观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工作，就将为学生带来严重的影响，

往往为颜色革命埋下隐患。从内部来看，因网络和大数据等方面的

飞速发展，学生能通过信息网络来获得更为多样的信息资源，获取

信息资源的渠道也十分多样。在各种文化思想相互交织，各种社会

思想相互交流的背景下，一些大学生具有抽象、虚无主义等消极的

态度，此种现象的发生为思政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较为严重

的影响。

1.3迎合“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

为了迎合“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高校思政课中十分有必

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党的初衷便是为了民族复兴发展，如果

学生自身并不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无法形成爱国情怀，在今后日常

生活、工作中也很有可能出现拖延、懈怠的状况，对国家发展毫不

在意。入职后，很可能会对缓解贫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2]。

2 高校思政课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2.1构建具备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校师资队伍

（1）教师应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

如果思想政治教师自身既不具备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又不

具备坚定政治立场，将导致思政教师灵魂工程师的重要作用难以得

到充分发挥，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思想的引导也难以实现。在新

时期背景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身必须具备坚

定政治信仰，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要坚守爱党、爱国主

义以及社会主义统一的原则，使自身起到宣传、实践党的方针、方

略的作用。

（2）教师应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

培养大学生自身爱国主义精神，对促进亲情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十分重要。家国之情也是我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无论是为

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是因祸得福而避免生死存亡的无畏，还是“天

下兴衰，匹夫有责”的责任，或者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响亮

誓言，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世代相传的家庭和国家精神。作为高校思

想政治课教师，应当充分理解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继承、去实践。只有发自内心，才能真诚动人。自身不具备深

厚家国家情感的教师，也难以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热爱伟大祖国的

精神。

（3）教师应具备宽广的世界视野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作为高

校思政课的教师，其自身应当具备全球性思维，具备更为宽阔的世

界视野，并以此来对大学生自身全局观念以及全球观念进行培养，

使大学生能够亲眼看到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不断演变与发展，明白

当前国际治理体系正处于不断变革阶段中，让学生了解我们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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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断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能够思考自己在世界变化

危机与变化机遇中应当肩负的重任，挑起新时代发展使命重担[3]。

2.2 改革政治课堂，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1）针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

要想在思政课程中顺利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教师就必须以

更为透彻的理论分析来对学生的想法给予回应，以更为透彻的思想

理论来使学生信服，并且要以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来对大学生进行

引导。利用起坚实的理论力量来向大学生阐明什么是爱国主义精神

思想，让学生真真正正的明白自己为何要坚守爱党、爱国主义精神

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此外，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不仅要有理论

方面的细致叙述，还要有着情感上的共鸣。“爱国主义不仅是理性

上的认同，同时也是情感上的认同。”充斥着理论知识的思政课堂

过于枯燥无味，无法直接触及大学生内心，更不能引起学生对爱国

主义思想的共鸣。基于此，教师在爱国主义教学过程中，应当秉持

以情感人的教学方式，利用起各种感人的故事，通过生动、丰富的

语言来使爱国主义教育撼动学生的内心。

例如，2020年，为我国抗美援朝战争 70周年。艰苦奋斗，生

死不屈的人民志愿军，通过这一实例就能够充分体现出爱国主义精

神内在，而且能够在学生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记。除了对历史事

实的阐述，教师还可以通过解放军与志愿军遗书、家书的阅读来让

学生们与人民志愿军、解放军拉近距离。青山尽是忠心骨，保卫国

家这件事情并不是单纯的口号。他们可能是平凡的，但他们因为浓

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变得伟大。基于此，教师应当尽可能让学生对

志愿军战士有更深的了解，了解他们自身具备的良好革命英雄主义

以及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学生更为深入的体会到爱国主义。

（2）创新思政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自身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而且也

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基于此，教师在思政课程中采取传统

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难免会让学生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而且也

难以调动学生对相关知识、思想的学习积极性。基于此，教师可以

针对思政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手段进行创新，采取小组合作讨论、真

实案例分析等形式，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寻找资料、了解历史，

内化理论，最终深化价值认知。

例如 2020年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李雪琴，其运用文化表

演，以最为朴素的细节，充分体现出了与大众共情的希冀。2019 年

年度影响力人物之一李子柒，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赢得了人民群众

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央视等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在思政教学中，

教师就可以运用李子柒的视频为教学契机，进行个案研究，探索她

背后的故事。通过对李子柒的讲解，让学生们明白她作为一个普通

人，是怎样以奋斗为背景，书写下多彩人生的。学生对视频中所展

现的传统文化难免会感到惊叹与自豪，并理解为何文化自信是一种

更为基本、更为深沉的力量，从而增强学生自身文化自信。教师也

可以深入思考，怎样在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国的国际文化

交流。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学生们可以对李子柒有着更为深入

的了解，了解勤劳的中国人是怎样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的[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思政课教师是在高校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角

色，而思政课教学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最为有效的方式，高校思政

课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知名案例，挖掘出其丰富育

人元素，利用这些元素来对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相关的教育，让学

生充分意识到爱国主义的重要性，明白我国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爱国

主义精神作为指引。最终让学生们在思政课教师的引导下与时代发

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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