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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内外日趋复杂的思想教育环境以及各路社会思潮冲击着新时代青年学生思想观念,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方案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的培育,即是新时代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又是新形势下高校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观念导向。本文从优化高校传统思政理论课堂

教育教学的角度出发,立足在新时代加强家国情怀培育的多方位途径探析,分别梳理了高校思政工作者

有关家国情怀的职业素养提升、高校营造家国情怀的现实氛围以及引导大学生对家国情怀形成主动地

自我情感内化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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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赋予了

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迈步走入新时代的历史潮头,象征着

对国家和人民深情大爱的家国情怀成为

新形势下凝聚中华儿女民族自信的力量

源泉。应国家领导人“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倡导,

以高校思政理论课为平台,加强新时代

大学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培育,是顺应

时代发展的主流教育、是新形势下对青

年学生寄予的崭新希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拥有独特的、无可比拟的

优势和条件,作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

我们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牢固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积极探索

有效途径,不断探索、拓宽教育渠道,切

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1]。因此不

但要注重发挥传统理论课堂的主阵地作

用,更要以引导大学生主动践行家国情

怀为目标导向,以家国情怀培育为载体

深化高校学生有关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认

识,培养其政治认同感和责任意识,最终

实现对于家国情怀理念由知到行、知行

合一的突破。 

1 提升教师素养、优化传统课堂 

加强家国情怀培育仍然以传统课堂

作为主阵地,教育主体不仅是家国情怀

教育的组织者,更是学生思想观念培育

的引路人[2]。如若教育者缺乏家国情怀

职业自觉,那么其教学实践中培育理念

的偏差直接会影响到教学素材中有关家

国情怀内容置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延

伸,弱化了学生对于家国情怀的反馈和

感悟,阻碍了加强高校青年学生家国情

怀培育的规划进程。 

欲将家国情怀教育真正融入高校

思政理论课堂教学,教师自身必须加强

家国情怀教育研究、全面提升家国情怀

素养和人格感召能力[3]。在坚持党和国

家教育方针基础上,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提升自我发散性和创新性思维,积极开

拓家国情怀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深意,强

化理论支撑,结合新媒体优势、努力探

索出新的视角下实现家国情怀培育实

效性的多样化途径；坚持言传身教,以

扎实理论武装自己、以其人格感召魅力

对所传递的思政美德率先垂范,才能更

好地以情怀感染教育客体,真正实现以

文化人、以德育人,彰显思政教育的独

特作用。因此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要注

重提升德育时效性,以传统理论教学课

堂为平台润物无声地进行家国情怀培

育。日常教学高度注重第一课堂中课程

设计的实效性,备课时要精心创设教学

的新颖点,以真实历史事件或真实案例

为切入点,借助视频多媒体等新兴教学

手段来对经典爱国教育实例进行情景

重现,向学生立体化渗透家国一体的理

念,激发学生的情怀共鸣。此外,教育主

体还需增强授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优

化课堂活跃度,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课前

宣读名人轶事或表演情景剧等环节,来

启发学生积极挖故事背后深刻内涵、主

动诠释家国情怀。教学过程中,教育主

体还可以将家国情怀巧妙融入问题情

景之中,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启迪学

生的辩证思维,引导他们从历史、现实、

未来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寻求答案,有

效改变单一的授课方式并且能够提高

课堂融入程度,拒绝从自身教学经验出

发的填鸭式教育以及带有功利导向的

家国情怀理论课程,使学生的爱国主

义、家国情怀在日常的思政教学课堂中

铺设出价值底色,使其在未来持续影响

个人素养发展和价值信仰。 

2 营造家国氛围、培养政治认同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不

断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给教育工作

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4]。因此高校在尊

重学生思想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自

身需厚植具有家国情怀的良好学风和校

风,营造具备深厚理论支撑的浓郁家国

氛围、创设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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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对家国情怀的感知,才能更好地加

强青年学生思政素养培育、增强其政治

认同感。培养政治认同意识是思想政治

教育最为根本的任务,政治认同感是“对

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

文化心理密码”[5]。 

因此,对于校园家国氛围的构筑,

高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首先可以利用

校园广播电视等校内传统媒体途径,深

入宣传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在强化家国

情怀培育建设中的各种先进事迹,此外

还要创新宣传载体,充分利用网络媒介

如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的

传播优势,始终坚持在理论层面以正确

价值为旗帜、在现实层面以多维度宣传

为导向,以浓郁的家国氛围来激发学生

自发形成对家与国的情感认同。高校思

政工作者还可以与学校团委和社团中

心联手,以文体活动作为思政工作的依

托形式、结合时政热点在课堂之外通过

举行唱歌、话剧等文艺活动形式,或者

举办大学生运动会、征文比赛,志愿者

“三下乡”等活动来渗入特定的家国情

怀内容,营造校园中的家国氛围,让学

生切身感知多形式、多维度展现出的家

国情怀,提炼其集体荣誉感和爱国情操,

树立政治认同意识,增强民族共同体意

识,奏响社会主义主旋律。围绕家国情

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即能满足当代青

年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能

引导他们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地武装

自己,卓有成效地促进高校思政教育发

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3 强化责任意识、内化家国

情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过程,

就是将教育内容内化为受教育学生的动

机和意识,然后再将这些动机和意识外

化为行为,并产生良好的行为结果[6]。新

时代背景下不仅强调家国情怀培育的重

要性,更注重积极推进青年学生成功内

化家国情怀,思政教育者要坚持必要的

正面教育灌输,强化新时代思想引领,引

导青年学生树立爱国责任意识、牢固家

国情怀理念。 

所谓内化家国情怀,就是把家国一

体化理念转化为学生的责任意识和个

人信念,教育者既要在内化于心上着力,

又要在外化于行上立足,既要着力于将

家国一体理念渗透入脑入心的精神层

面、实现民族精神文化向个体意识的转

化,更要立足于把受教育学生内心已形

成的意识、信念转化成其实际行动的现

实层面,实现知行合一的过程。要想真

正将家国情怀根植于内心,教育主体应

充分考虑到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知识层

次和思维结构,发挥其主导作用驱动教

育客体实现由认知向行动的转化。例如

在教学素材和实践教学中,以教学案例

引导学生沉浸于教学课堂情境,可使其

真切而深刻地感悟到教学中传递出的

家国情怀的感染力,从而在认知过程中

主动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树立“没有国

就没有家”的理性认知和现实感悟。情

感共鸣是实现家国情怀内化的正向催

化剂,能够有效促使大学生自发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在课

堂之外,教育主体仍然需要重视引导教

育客体发挥主体性,主动对自己的日常

思想认识以及行为进行自我分析与评

判,并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我调节、主

动进行自我教育,将其内化的家国情怀

实现主动地、由浅入深地渗透,在家国

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中牢牢树立家国共

同体概念,将对家与国的情感升华为内

在驱动力,激发政治认同和民族自豪,

真正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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