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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国情怀将个人、家庭和国家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是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一站式”学生社区是琢育大学生家

国情怀的重要阵地。但是，目前存在氛围不足、宣传环境不纯、琢育机制有待优化问题。“一站式”学生社区与大学生家国

情怀琢育的功能耦合，为此，提出依托主流渠道、拓展实践途径、深化情感融合等创新路径。

Abstract: The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connect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untries together organically, which is the cor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ront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mosphere, impure propaganda environ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ultivation mechanism. The functional coupling of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is proposed to rely on mainstream channels; expand the way of practice; deepen emotional 

integration and other innov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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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是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的时代要求。“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新时代思政育人、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一环，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重要载体，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大学生家国情怀琢育存在的

问题。

2 大学生家国情怀琢育的现实困境
当前，大学生普遍具备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国家主人翁

意识，对家国情怀认知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但大学生家

国情怀琢育中仍存在以下现实困境。

2.1 高校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氛围不足
近几年，大学生家国情怀琢育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高校

的高度重视，包括开设一系列“家国情怀”主题的红色经典

文化课程，并开展与其相关的团课活动，为提升大学生社会

责任意识和国家荣誉感夯实了精神文化基础。但纵观大学

生家国情怀发展现状，高校仍存在琢育氛围不足的问题 [1]。

一方面，家国情怀琢育课程体系与学业水平评价体系的系统

性、完整性和时代性有待加强。尤其是思政课教学中缺乏实

践环节，琢育家国情怀的浓郁氛围尚缺。另一方面，高校对

于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琢育仍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思政专业教

师主要采取“灌输式”教学模式，缺少理论指导方向，实践

出真理的效果。这种相对枯燥的授课模式没能充分激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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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大学生扎根社会的机会不多，

由此缺少于实践中感悟家国情的机会。基于此，家国情怀在

一定程度上，并未能真正完全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琢育的主

阵地。

2.2 自媒体宣传家国情怀的环境不纯
近 30 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计算机技术水平得

到迅猛提升，世界各国已步入社会的高度信息化，这一方面

不断刺激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另一方

面，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也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自媒体，为获

取足够网络流量关注，对外输出似是而非的内容。社会阅历

甚少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华而不实内容的误导，难以辨别真

假，甚至跟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家国情

怀琢育，不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另外，当前中国对

自媒体的监管力度不够、相应的法律处罚条文不足，如实名

制管理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等。因此，当下自媒体宣传环境有

待完善，信息的复杂性容易导致大学生误会某些不道德或不

健康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可以效仿和跟从的，从而不分是非、

与阳光的正能量“擦肩而过”，忽视家国情怀琢育的价值和

重要性。

2.3 大学生家社家国情怀琢育机制有待优化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

生活方式日新月异，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迎面而来。因现代

化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过程中往往会

出现以下三点阻碍：第一，家庭教育环节的缺失。往往出现

在“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上，父母过多的关爱容易成为

溺爱，并容易缺乏家人之间应该互爱互助的情感认知基础，

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无法在其心中引起重视，更难

以在其生活中得到落实。第二，物质化、功利化、庸俗化价

值观念的不良影响。尚未有正确且坚定价值观的大学生以此

为潮流、时尚的信仰，开始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过度

追逐个人利益，导致这部分大学生极度忽视集体主义和爱国

主义精神，家国认同感难以得到发展并强化。第三，留守青

年群体对“家国”共同体认同的不足。留守青年因和父母的

长期分离，导致其产生“孤独”的情感，内心情感会逐渐由

不舍转变成习惯，继而难以体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连结

是温暖而又无法替代的 [2]。家是个体认识世界、形成价值观

的启蒙课堂；家更是国家之本，家庭教育中缺少陪伴，一定

程度上难以让子女对家国情怀产生崇高的信仰，因此家国情

怀也就无可避免地遭遇认同危机，需要进一步优化家庭和社

会协同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机制。

3 “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
的功能耦合

“一站式”学生社区是以学生住宿社区为主体，打造的

一个学习型、服务型、成长型的新型社区，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3]。“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是

为了解决学生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升

级，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借力“一

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不仅能从思想上保证

家国情怀琢育连贯、从行动上推进家国情怀琢育实践，还能

从情感上深化家国情怀琢育认同 [4]。

3.1 教室与社区相辅，确保家国情怀琢育连贯
在实际育人过程中，社区中家国情怀的教养效果往往被

弱化，从而导致家国情怀琢育全方位覆盖未能实现。因此，

大学生家国情怀琢育在以课堂教学为主旋律的同时，应辅以

第二课堂的实践。“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

不仅弥补了学生社区生活的空白页，而且提升了家国情怀琢

育的纵横深度，使学生从一个“教学点”到一个“生活线”，

再到一个“爱国思想面”的立体提升。在社区生活中潜移默

化地养成自主琢育家国情怀的习惯，确保了琢育时间上的衔

接和内容上的连贯。肇庆学院兰蕙书院在书院制基础上，建

设“一站式”学生社区，聚焦养成教育，以学生为本推出系

列特色鲜明的第二课堂品牌活动，营造校园传统文化氛围，

致力于为新生打造“坚实地基”，给予大一学生自主发展的

文化教育平台，为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的大学生不断进行尝

试和努力，以期为学生打牢品德根基，确保家国情怀琢育

连贯。

3.2 课堂与生活相融，推动家国情怀琢育实践
家国情怀琢育是一个培养爱国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的过程，旨在让大学生用家国思想武装头脑，并付诸

行动。“一站式”学生社区有助于课堂与生活相融，学生个

体运用课堂汲取的知识与价值观念，不仅生活中树立起正确

的行为原则与标准，遵守“一站式”社区公共规则，更是有

利于发扬和谐互助等凛然正气，自觉承担社区共同体责任，

实现个人部分利益和权利的“让渡”，自觉承担社会公民责

任。这是大学生个体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培养责任共

同体意识的过程，是以社区作为起点，从社区生活中有力增

强对家庭、国家认同感、责任感与担当感。

3.3 主体与共同体相乘，深化家国情怀琢育认同
家国情怀是个人主体以“小家”为起点，源于家庭、故

土，延伸至“大国”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小家”

同“大国”同声相应、紧密相连。传统的“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架构能够有效激发主体对家国情

怀琢育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高校社区环境中，学生宿舍是

学生道德实践养成的特殊载体最小单位。琢育在校大学生家

国情怀需要从宿舍这一“小家”着手，舍友之间团结友好，

互信互助，才能以宿舍、楼层、楼栋、社区等场域作为不断

扩展的共同体，逐步加强家国情怀琢育，引导大学生从关注

个人主体到国家共同体，建立对价值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

大学生朝着积极、正面、良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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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
的路径探析

通过对大学生家国情怀琢育现实困境的分析，厘清“一

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功能耦合，进而探析

新时代“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有效路径。

4.1 依托主流渠道，强化大学生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要作用以外，同时重视施展“一

站式”学生社区主流平台，依托主流渠道，强化大学生对家

国情怀的认知。首先要做到把信仰和情怀有机统一 [5]，按照

“常态学、深入学、创新学”要求，通过宣传社会正能量事

例和榜样、讲好红色经典故事等第二课堂活动方式，让大学

生凝心聚力，勇毅前行，成为新时代爱国有志青年。例如，

兰蕙书院在学生社区举办主题为“志存高远立鸿鹄·丹心从

来系家国”的“情系家国”系列征文演讲比赛，学生饱含热情，

以笔为意，使仁义之志挥洒在笔墨之间；以文载情，把赤子

之情投射到征文之上。再通过演讲方式，声情并茂地表达出

真挚的爱国情意。演讲抒发的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一己之情，

同时也折射一个时代的面影，甚至表达了一代人、一类人的

共同情感命运。很好实现了作者与读者感性与理性的相乘，

熟悉与陌生的相乘，因而更能引发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共

鸣，能带动更多的同学主动认识、深化并强化家国情怀于心，

营造高校良好的琢育氛围。

4.2 拓展实践途径，提升大学生对家国情怀的素养
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拓展实践途径是不可或缺的。

充实实践的内容、创新实践的形式、拓展实践的平台，建立

完善支持机制，从而达到引导大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中结合

理论、内化于心，琢育家国情怀的目的。此外，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也强调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独

特的育人价值和重大意义。为有效增强大学生劳动实践能力

和身心素质，比较可行的实践途径通常为志愿者活动、实习

和劳动。兰蕙书院面对大一学生，主要采用志愿者活动融合

劳动教育方式，大一学生主动报名，积极参与社区内外活动

项目，如清扫课室、打捞湖畔、喷射蚊虫药、安全大排查、

志愿者活动等项目，切实践行以劳塑人、以劳育人、以劳化

人。大学生通过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在持续性的劳动过

程中，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磨炼个人意志、塑造健全人格。

在此基础上，深化大学生以校为家的情感，提升爱护校园的

责任感，进而提升家国情怀素养。

4.3 深化情感融合，增进大学生对家国情怀的认同
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

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其一，以“一站式”学生社区文

化涵育家国情怀根基。兰蕙书院打造“立德、立志、立行”

富有系列性的三大竹简墙，体现社区“以德修身、以知立人、

以道泓人、以学成人”的文化理念；设置“滋兰树蕙，榜样

毓怀”为主题，囊括了钟南山等感动中国人物的系列挂画和

榜样墙；以及与书院院训“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猷有

为有守学必有师”相关的名言挂画。在“一站式”学生社区

的各个环节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引导大学生从中汲取担当意识，琢育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

责任担当。其二，家校联动，家国同构。家校之间的有机结合，

是“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方式创新的出发

点。兰蕙书院创新制作宿舍文化台账手册，学生通过宿舍基

本情况、风采再现、文化建设、评估及反馈四个板块，能够

形成良好的宿舍公约和宿舍环境，培养良好的个人习惯和维

护和谐的宿舍关系。同时，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院长

下午茶”特色活动，确保学生所提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落实。兰蕙书院“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建设的有益探

索，也是当前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渠道，精准把脉学生需求，

实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不断线”。基于此，大学生在社

区里凝聚起来的亲切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便能够逐渐转化

为家国同构的资源，由此更好地推动家国情怀从情感形态转

化为道德形态，从而建设情感互通、凝聚力强的“一站式”

学生社区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习惯，在潜移默化的影

响下日益积聚对家国的情感，深化对家国情怀的认同。

综上所述，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琢育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和时代性，借力“一站式”学生社区琢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家

国情怀更是具有深远意义，对培养人格健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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