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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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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迎来了不同的新开局，新时代背景

下，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宝贵阵地。然而，当前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展态势相对比较缓慢。因此，

论文从“红色课堂加实践、党团领航促教学、宣传网络稳阵地、常态长效保发展”育人模式为出发点，探索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

Abstract: 2021 is a very important ye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Chin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lso ushered in a new st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patriotic 

education is a valuable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latively slow.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patriotism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 classroom plus practice, party and League leading to promote teaching, propaganda network to stabilize the position, normal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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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红色文化，蕴含着全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和中国共产

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非常强大的引导教育

功能和情感培养功能，高校要最大化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作用，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高校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全

领域，实现全方位育人，筑牢育人之基，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

怀，使高校学生感知深厚的红色精神，让红色精神入心入脑。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做奋斗者，创造精彩人生。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高校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厚植大学生新时

代爱国主义情怀，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成为有担当、有作为的新时代新青年，这是学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式之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多样，可

以更好地借助高校大平台，以传承革命精神、分享红色故事、

汇演历史话剧等艺术形式，充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

家荣誉感，让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最重要的内

容不断传承下去、持续发扬光大。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校园生活和学习中，为实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在化强国不懈奋斗 [1]。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路
径分析

论文从开创“红色课堂加实践、党团领航促教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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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稳阵地、常态长效保发展”的育人模式入手，坚持统筹

规划、整体联动、均衡用力、全面生成，将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教学、学习、生活多点出发的“三

全育人”机制，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 [2]。

3.1 爱国主义教育进“思政”课堂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要敢于创新、积极

思考、与时俱进，将爱国主义教育带进“思政”理论课堂和

实践课堂汇中，打造精品“思政”教育，办一流“思政”专

业；第二，寓教于乐、寓教于行，教学内容要突出鲜活，如

总书记讲述的“半条被子”[3] 的故事，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思

政”双课堂，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和活力，打破“思政”

课堂的纯理论式灌输教学模式，让“思政”课堂活起来，学

生愿意学、喜欢学的氛围更浓厚；第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学有所成。高校可以采取教育信息化

2.0、大思政课教育新形态以及实践教育模式，从本校出发，

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和育人模式，从现有的红色教育资源和党

史学习教育资源中找到知识面，形成课程思政“四维”的育

人立体体系 [4]。

3.2 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高校社团活动中
校园党团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育人阵地，是开展思想教育

的重要途径，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多姿多彩的校园党团

活动，全面开展、精细规划，开展红色教育，把以爱国主义

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逐渐打造成精品校园文化

活动，以举办活动促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丰富学生红

色理论课堂。高校应重视红色教育宣传，以公众平台为依托，

发表党史天天学、党员讲红色故事、红色故事汇编等内容来

扩大宣传征地。当然，红色教育社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红

色教育资源，积极开展现场红色教学活动，例如，充分利用

盐池革命历史纪念馆、六盘山革命纪念馆等场所，让社团活

动发挥实实在在的效果。

高校各个社团组织也可以融入红色文化，通过红色革命

故事论坛、革命历史话剧表演、红色书画竞赛、红色诗歌朗

诵等方式，丰富育人阵地，增长他们的红色知识，使红色

精神与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中国伟大的革命精神 [5]

根植于每一位学子的心底，真正入心入脑，外化于行。逐渐

形成高校全体师生积极学习党史知识、人人讲红色故事、学

校团委组织红色活动的氛围，让全校师生在浓郁的学习氛围

中感受红色文化，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

定、政治觉悟强、专业本领高、作风正派的师生带头人。

3.3 打通网络和宣传阵地，扩大覆盖面
高校要重视校园宣传文化，打通宣传阵地的全时空。首

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入红色元素，例如，校园报刊、文

化走廊、宣传橱窗、校园广播、学生社团文化中，在视觉和

听觉相结合的冲击下让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其次，高校建

设自己的红色教育基地，建立红色专题网站，加强网站管理。

与此同时，高校通过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推广学校红色教育

平台，注册微信公众号、学校官方微博、学校官方抖音等新

媒体阵地，把精彩的视频短片如红色故事、经典视频、特色

课程等，通过网络平台向全校师生推送，让红色教育融入师

生日常生活中；最后，开通红色文化平台 [6]，把爱国主义教

育打造成校园精品活动，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为依托，让理论

教学逐步走向成果输出，从理论到实践，在老师指导、学生

实践、师生共创的不同模式下，让红色教育注入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让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常规主题每一年坚持下去，使

教育落地生根，最终让教育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结语
高校要立足办好中国的事，牢牢抓住全面提高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关键点，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建设一流学校，培养

时代新人。要不断探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积极

为红色文化提供平台，做好顶层设计，落实好前期基础，探

索更多的红色教育创新方法，让高校成为红色文化的直接代

言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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