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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铸魂推动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田菁园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成长的积极动力。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而且是大学生发展的积极力量。现阶段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伟大中华民族梦想而奋斗。中国梦是世界的梦、中华民族的梦，既是每一个

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全体青年们的共同理想。青年有抱负、具有、本领就高、有担当，祖国就有未来，人民就有未来。对青年们的爱

国教育不仅是我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事业中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学校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更必须以迎接新世纪的

重未有大变局的态度，正视社会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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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如

今之国家正处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中国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中国每一位民众的梦想，也是青

年人们的共同梦想。如果年轻人有志向、具有能力强、能承担，

我国就有了未来，中华民族也就有前途。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所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是其主要部分，所以人们一定要关注它。

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人们要重视它。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

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学校也应该积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把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之中。

学校作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体负责人，必须要在青年学子爱

国情感上下功夫，引领学子爱党，热爱和贡献祖国，坚持听党的话、

跟党走，关注民生、立足实际，使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一、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特征

新时期的人民爱国不仅是热爱我们的祖国还是热爱党，因为

爱党与爱国才是国家和谐统一的主体。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在

我国成长的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党。有人已经明确提出，爱国是具

体的、实实在在的。在现代我国，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就必须深深

地意识到，必须坚定党的领导，永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特色

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中国的辉煌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

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依

靠人类文明的杰出成就，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伟大政

策不可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实现中国梦，是青年人的愿

望和目标，也是新时代表现爱国主义的重要方式和爱国主义的时

代特征。

新时代的新时代爱国主义不仅是爱国家而且是爱我们社会的

社会主义，是国家与社会主义统一的爱。爱国主义要鲜明地体现

出对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坚定的国家立场，要强烈地表现出民族自

信、国家自信，坚决同一切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行战斗。社会的社

会主义是我们国家最明显的属性，是本质属性，更是新时代中国

不可缺少的内在特征。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统一在国家发展的滚滚

历史长河中，在国家兴旺发展的现实情况中，更在未来强盛的逻

辑思维中。实践证明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爱国和爱

社会主义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凝聚出民族力量，应用于

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人们为实现国家发达、民

族兴旺的无限动力。

二、当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现状

（一）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僵硬，学生难产生共鸣

爱国主义存在于学生教育的各个阶段，就目前而言爱主义

教育形式主要表现在课堂教育、参观教育、实践教育和团学教

育之中。课堂教育即在课堂上讲授相关爱国主义内容，覆盖面

广但多为被动接受，课堂检验效果不佳；参观教育即学生去参

观博物馆、纪念馆、教育基地等可以直接感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场地，亲生感受让学生印象深刻，感悟颇多但由于经费、学生

安全等问题不适合大量持续参观，受教育面窄；实践活动即组

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从实践活动中领悟爱国主义然而此类动

受参与者、组织者、活动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成效难以估计；

团学活动即学生参加班级、学校组织的学习，负责团学教育的

执行者专业素养较高，但诸事烦琐，需要关注的学生事务偏多，

无法潜心研究各班各年级具体情况，做到因班而异，具体分析，

团学教育所达成果不突出。总而言之，目前爱国主义教育更多

是显性教育，不仅缺少硬性教育而且缺少灵活的教育形式，使

得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表现形式单一，覆盖面较少，未在学生群

体中形成共鸣，成效不明显。

（二）爱国主义教育内涵丰富，执行中缺深广度

在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中，进行爱国主义执行者主要有

思政专业教师、学生工作管理者辅导员、班主任、团学工作管理者、

学生会管理者等相关教师。爱国教育首先要求执行者自身有坚定

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意识，始终与国家站在一起，加之爱国

主义教育是思政教育重要的一环，执行者的政治素养不达标就无

法达到效果，不仅不能进行好的爱国教育，而且无法进行思政教

育；其次执行者自身欠缺知识储备且无法与时俱进，学习时事热

点，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理论、时事

新闻相结合，策划拓展出符合本校学生认知理解的实际案例和具

体实践，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学生生理发展认

知，让学生感悟深刻，但目前执行者杂事繁多，无法静心专研加

之专业与课程要求不相符合，难以顺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最后，

执行的语言、案例等缺乏感染力、引导力，学生无法感同身受，

自然不能沉浸课堂，从课堂中的知识得到感悟，因此无法引导学

生进行深入的思考，达不到爱国主义教育想要的深度和广度，课

堂效果不显著。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落实机制

（一）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发挥爱国热情的最直观方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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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体现。首先，要着重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者实行无产

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的重要源泉，经典作品蕴含着优

秀爱国主义教育，学生需要认真学习经典著作，在名著中感悟情感，

获得属于自己的体验与心得，深刻感悟知识情感，更能极大地发

挥爱国主义热情，结合日常生活落实爱国主义获得，从书本汲取

知识运用到生活再次加深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更能强化学生

的感悟和领悟。再次，要继续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

著作。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爱

国主义。要学习新中国史、近现代史等诸多历史书籍，学会将个

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当担时代大任。而且，我们需要对历

史、国家、国家和文化建立正确的观点和视角，意识到我们国家

具有悠长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形式丰

富多彩的爱国主义，要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坚定爱国主义立场。

第一，要形成正确的历史立场。要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社会实践得到的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进化而来的”。要拒绝历史虚无主义，不要随声附和，偏听偏信，

要立足历史事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点。第二，要树立正确民族

观。各个民族要相互理解、尊重、容忍、欣赏、学习和帮助，像

石榴籽一样地紧紧团结在一起。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能缺少

的重要部分，每个民族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彼此尊重，互相帮助，

坚决同各种各样的分组分裂主义抗争。第三，要坚持正确的国家

观。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家又组成了国，我们注重保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敢于敢于打击任何危害国家

利益的活动，从小事做起，在实际行动中保护国家利益。第四，

要树立正确文化观。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土壤决定了我们鲜明特

色的、内涵丰富的、深厚精神内核的文化体系。我们国家的爱国

主义需要建立在本国基础上，我国优秀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

生辉，奔流不息，散发着特有的文化气息，因此，树立起正确文

化观就要发扬国家优秀的文化，更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吸收

其他优秀成果。

（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爱国主义教育的执行者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工作者，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支柱人物，其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需要建立一支知识储备丰富、队伍人员充足、综合修养高、才干

强的爱国主义教育队伍。而且，建立一支优秀的爱国主义队伍不

仅要合理规划更要长期准备，要保证现阶段的建设，更要注重长

远的建设，要注意其培训、选拔以及晋升等渠道，不要任人唯亲。

其次，爱国主义教育队伍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养

等也要不断提高，加强培养，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量爱国主义相

关的知识文化。再次，爱国主义教育队伍的建设还需要重视以下

两个方面：其一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直接教育者，其中包含思政课

专业教师、辅导员等，这些人员直接面对学生，是学生教育的第

一负责人、监督人和引导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政课教师

是引领者，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坚持和把握着正确方向，要积极配

合其他人员监督爱国主义教育方向不跑偏，坚持思政大方向不动

摇，更要与全校工作人员相互联系，做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

在各个方面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教学前线工作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们，更要现身说法影响和引导学

生，坚持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想要新、视线要广、自律要严、

品行要正。其二，间接参与者，包括学校的职员、其方向的教师

和其他间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者等，这些人员都要富有责

任感，企业单位是学生知识学识的展示之地，更是高校与社会的

衔接者，在招聘的过程中应该对应聘者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检查，

一方面可检验员工的工作责任感，毕竟爱国才会爱家，爱家才会

爱岗；另一方面，员工爱国主义教育成果的呈现也能有效地看出

爱国主义效果。

（三）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进行学习最主要的场所，需要形

成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氛围，加强隐性教育，学校的文化对学生

有着耳习目染的影响，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学生。新时代，要针

对性地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要根据大学生目前的年龄分布、知识

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况等多方面因素设计开展校园文化宣传，形

成优秀、有号召力的校园文化，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源源不断

地接受文化的熏陶。首先，重视爱国主义元素，在学生学习活动

的地方加入爱国主义标识，如走廊、教室、宣传栏等地点加入爱

国主义语录、爱国故事、经典案例等，发扬隐性教育，持续地影

响学生，增强思想意识；第二，增设宣传标语，提高思想认知，

学校可以在学生集中活动的地方放置横幅、海报等，增强视觉冲

击力，直接的视觉效果让学生印象深刻，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由

自主地去遵守相关规定，更能让学生时刻传颂朗朗上口的标语；

第三，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手段，学校可在特殊节假日通过广

播站、宣传大屏、公众号、抖音号等官方形式媒体进行教育，不

仅切合时代的发展，而且更容易受到学生们的认可和推崇；第四，

爱国主义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渗透爱国主义

教育，如学校颁发的本子、书籍、宣传衫等加入红旗、党徽之类

的爱国主义元素，不仅能体现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还能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一举两得，加之又兼顾了时尚，宣传了积极向上的

优秀文化，传递了正能量，在学生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耳濡

目染地接受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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