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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析当代大学生爱国观形成的认识误区,从理论认知、价值观开导、优秀内化、校园活动浸润

的视角,提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教育的主要路径,即在学懂弄通理论与明确责任使命中陶铸爱国魂,借弘

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树爱国志,利用思政课厚植历史文化底蕴的爱国主义传统,实现深厚家

国情怀与宽广国际襟抱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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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

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

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

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

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总书记还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明确指出：“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

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

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

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由此足见,在

新时代对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深

入开展爱国教育意义重大。 

1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观形成的

认识误区 

1.1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导 

通过撕下历史虚无主义“尚学术、

取中立”的伪装,其本质仍为美化帝国主

义侵华行径的观点“鸦片战争一声炮响,

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对大学生形成

正确近代史观具有误导作用。为消解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

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性的思

想斗争以驱逐历史虚无主义的魅影。在

西方大国力推“和平演变”的背景下,

“丑化”民族文化的阴云从未消散,力促

大学生经由“愤青”成长为“奋青”及

新时代“新爱国青年”仍需努力,在诸多

网络及社交媒体上,经常可见年轻人对

于欧美文化或“精致利己主义”“享乐主

义”等价值观的趋之若鹜,青年人的道德

修养与价值取向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

所要关注的重点。 

1.2爱国爱党割裂论影响 

由于党史、革命史和国史教育的不

完善深刻,以及应试教育下片面注重思

政的学科性,忽视其爱国情怀的培养,加

上西方别有用心的蛊惑,大学生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

信任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应批驳“割裂

论”来厚植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增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使爱国

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达到

高度一致。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

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

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2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培育的主

要路径 

基于当代青年价值追求的多重冲

突,从明确使命担当、践行核心价值观、

主阵地作用发挥、文化隐性浸润等方面,

提出了加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多元

路径。 

2.1认知：在学懂弄通理论与明确责

任使命中陶铸爱国魂 

在明理方面,大学生应知晓中华民

族精神中爱国主义是核心,而时代精神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的时代性

体现。掌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学生对新时期爱

国主义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正确认

识。在明确使命担当方面,应认识到当前

大学生所处的新时代,是近代中华民族

发展的 好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 关键时代。青年强则国强,一代青

年个人发展与国家利益辩证统一。具体

而言,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奉献国家的精

神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意识至关重

要。厚植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就是要通过党史教育、党性锻炼、校准

政治方向,来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总之,新时代

大学生应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过程中

认清自身使命,接过历史接力棒,修学储

能、苦练内功,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把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奋斗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目前高校党建虽然平台越来越多,但是

其学习平台仍大体局限于党员自身,对

于大部分高校学生,其学习平台目前只

有青年大学习,但很多高校大学生由于

自身的党建学习意识不够,每周的青年

大学习也是敷衍了事的看过,以此可以

看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学习意识,仍需

要春风化雨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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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开导：借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牢树爱国志 

契合青年价值追求的特征,引导其

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尤为重要。如今

精致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在大学校园内

颇有市场,大学生因自我意识突出、集体

意识模糊而产生重索取、轻奉献等苗头

性问题。由此,要帮助大学生建构以爱国

主义精神为核心评价标准的价值评价体

系。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

层面对公民的首要要求,倡导每个社会

公民首先要有爱国心、怀爱国情。在教

育实践中,要加强对学生奉献国家、贡献

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引导其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看待和

评判奉献和索取、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将爱国置

于公民个人层面中的价值准则的首位,

以契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要求。因此,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

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活动体系中,是推进高校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当然,对大学

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人生“必修课”,须坚

持正面宣传、正面引导、典型引领,以帮

助大学生形成正向和积极的价值观、人

生观和爱国观。 

2.3内化：利用思政课厚植历史文化

底蕴的爱国主义传统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地融

入思政课教学体系,体现到教材编写和

课程教学诸环节,方能更好发挥思政课

厚植爱国主义传统的主渠道作用。借助

思政课培育其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

引导其形成科学的、成熟的和系统的历

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是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举

措。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文化交锋的格

局下,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立

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国家认同,坚

定文化自信。当前世界上某些国家某些

群体误读历史、歪曲历史的行为,明显具

有误导民众视听尤其是误导大学生认知

的负面效应。因此,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

教育必须重视历史教育,并将历史教育

与时代感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能牢记

过去、认清现实、展望未来。当然,要“讲

好爱国故事,传递好爱国声音”,还要积

极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此外,

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改革的

要求,在课程教学中注重教学方法改革,

如采纳“问题式教学法”,以如何看待大

学生“热买洋货现象”“争过洋节现象”

“急于出国现象”等问题来提高学生参

与热度,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具体到课

程,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可

挖掘从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

之急”、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清代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教

育资源,还可利用“五四运动”百周年契

机,适时开展“五四之魂”的爱国主义教

育等活动。 

2.4浸润：通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

来滋养爱国主义情感 

高校应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突出位

置,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

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运用好思政教育生

活化这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做到寓

教于乐、潜移默化。如今年正值新中国

建国70周年,不少省份开展了高校接力

传唱红色歌曲文艺活动,充分发挥了“红

歌”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大学生比较喜欢听歌唱歌,又具备歌曲

审美素养,引导其传唱《我爱你中国》《祖

国,慈祥的母亲》等经典曲目,能提升教

育效果。此外,还可以开展爱国主义的演

讲赛、诗歌创作及朗诵比赛、知识抢答

赛,举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组织学

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中华民

族传统节庆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

时,爱国主义教育借重实践养成,才能真

正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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