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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

力。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越来越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加理性化和自觉

化。但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也有不少外来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群体，让他们产生了激进的爱国主义和

扭曲的世界观。为了解决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及时查处不良的诱导行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和方式应更加多样化，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生动，让爱国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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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riot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powerful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o main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
tional dignity. At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educ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feelings are more rational and self-conscious. 
However, in this multicultural era, there are also many foreign cultures that affect the college stu-
dents, making them have a radical patriotism and distorted world outlook.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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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patriotism educat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ime-
ly investigate and deal with bad inductive behaviors, and the places and methods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should be more diversified, so as to make patriotism education more vivid and more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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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信息碎片化，拥有智能设备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受着海量信息的轰炸，这些信息参差不齐，

真假难辨，而且某些西方国家针对我国专门制作精神文化毒品，对我国设置了不少陷阱和暗坑。《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时代更加需要强

烈的爱国心、爱国情、爱国志等正能量的激励，而全球化、多元化、开放化和信息化等时代背景，对爱

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新挑战[1]。为此，纠正爱国主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新要求、优化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路径刻不容缓。 

2. 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取得的主要成效 

2.1. 大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知更加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文件和法规相继颁布。社会各

个部门利用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各行各业。使得爱国主义在人民群众心里扎

了根，并且随着时代进步，爱国主义教育也在发展。人民群众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则是日益成熟，能以合

理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处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问题，民众深知“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的道

理，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到一起，这都是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2]。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使党和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而言意义重大。深化大

学生对爱国主义的认知，弄清“爱国”到底“爱”的是什么，了解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爱国和爱共产党

之间的统一关系，明确爱国的具体含义及其表现，加深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较

为正确的认识，主动了解、主动学习，认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坚定政治信仰，增强爱国意识。 

2.2. 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表达日益理性 

常常提到爱国主义，人们总是联想到尽忠报国，联想到纵横沙场甚至联想到为国捐躯。但是人们忽

视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十分明显的特点，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由此

可见，爱国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往往不同，表现的特点由时代决定。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事业腾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彰显，改革的春风

吹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日俱增。爱国，不在停留在表面，而是走入了

每一个人的内心。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大多为 90 后，他们出生在和平的年代，而非战争岁月，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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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对繁荣，社会也相对稳定，战乱、纷争相对较少，大学生群体对于爱国的表现不在盲目追求“献

身”，而是更加关注民族的自豪感。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电脑成为大学生生活的必备之物，大

学生通过网络关注国事、追求热点，爱国情怀的表达向关心、关注国家荣辱荣辱转变。高等教育也让大

学生群体拥有更多理性思维，在追求实用知识的同时注重思想政治的学习，注重个体利益与祖国利益的

结合，理性地表达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将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贡献视为每个人肩上不可推卸的

责任。在自我意识日益强烈的时代，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氛围烘托，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更为凸显，爱国

主义热情更加高涨，社会主义信念日益坚定，每个人都深知，只有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结合在一起，

只有将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才是爱国主义情怀最好的表现。 

2.3. 大学生的爱国行为更加自觉 

爱国主义不仅是情感上的“爱国”，更是思想意识的“爱国”和行为的“爱国”，它集三者为一体，

包含着每个人对国家的情感、觉悟和具体的行动。新形势下，随着大学生教育的深入，大学生的爱国行

为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停留在偶然事件发生时临时兴起的“爱国”上，更多的是将“爱国”自觉融入

日常的学习中，践行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明确自身学习的目的，不

只在于一纸文凭，而在于自身未来的发展，在于将个人的成长与祖国发展大业结合起来，努力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当今时代是科技的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个人奋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的时代，越拉越多的大学生以爱国心凝聚爱国情，将爱国行动化作为强国而努力学习的动力，强化素

质意识，为强国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随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不断号召，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跟

随前辈的脚步到西部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也是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行为更加自觉地突出表现。

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在面对高薪工作的选择时，毅然决然地前往西部进行志愿活动，在边疆、在偏远地

区，一朵朵灿烂的青春之花璀璨绽放。2022 年，共计 3.67 万名新招募志愿者奔赴中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

务，这些大学生们以实际行动书写爱国之志[3]。 

3. 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3.1. 课堂式教学固化爱国主义教育 

梁漱溟曾在山西做过一篇演讲，题为《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他在演讲中提到东西方人对于教育

的不同主要在：中国的传统教育注重教情意，教给人生活本身；而西洋的教育注重教知识，教给人生活

的工具[4]。说明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过分依赖课堂，偏重在课堂上以知识的方式进行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在大学之前，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各类考试，导致学校、家庭和学生自己

忽略了对爱国教育的关注和学习。盲目爱国、激进爱国等行为和缺少落到实处的实践活动也是爱国主义

教育的缺失和偏差。在网络上，经常出现极端的爱国言论和盲目跟从别人发言爱国的情况，这是于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偏差使部分人产生了非黑即白的极端思想和人云亦云的盲从思想：实践活动的缺失也正是

爱国主义教育缺失的体现。同时，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关注度不高，这是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没有

发挥出来，爱国主义教育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3.2. 文化多元化削弱爱国主义教育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国文化不断涌向我国，西方的情人节、愚

人节、圣诞节等一些“洋节日”流入中国，并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在此背景下，一些商家的销售活动

时间都是选在一些外国节日，如圣诞节，刺激了人们在特定时间段的消费，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外国节日，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节日。随着如韩日偶像、日本动漫、好莱坞大片等外国娱乐文化进入中国，

部分中国学生产生了对外国娱乐文化的崇拜，对当中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观念产生了思考。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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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但不应在盲目追随国外文化潮流中迷失自我，要保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做到既不崇洋媚外，也不故步自封，在多元文化的世界，理性的面对各种文化差异，提高文化自信。 

3.3. 过激性爱国歪曲爱国主义教育 

热爱国家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适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必要的，但

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国家并无好处，民意裹挟政策的可能性以及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例如针

对佩洛西访台的问题上，网络上呈现一片对战争跃跃欲试的态度，认为中国强大，不需要也不应该受欺

负。这个观点确实没错，中国的强大是客观事实，但是民众对战争的残酷和巨大消耗缺乏心理准备，对

当前面临的整体地缘政治态势缺乏清醒认知。在这种背景下，激进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让决策者

处于两难境地，在做重大决策时将缺少回旋空间，甚至退无可退。 

4. 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化路径 

4.1. 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有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规范学生的行为。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不

仅能够避免学生因单调枯燥的说理教育中产生的逆反心理，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在具有高校特色的文化氛

围中有所启发、所有感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通过文化活动寓教于乐，

将单调的课堂知识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之中，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收获不同于课堂教育的育

人效果。校园文化活动不是一个部门、一个组织能够全覆盖的，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应织起一张

校园联动大网，将爱国主义教育下沉至各个班级，发挥党团带动作用，以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

树立活动品牌为目标，打造了一系列彰显爱国主义特质、富有青春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全方位、多角

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引领同学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创新思维，勇担时代重任。将爱国主义教育融

入学术报告、研讨会、专题讲座，将学术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活跃

学术氛围。融合全媒体平台，以学校校报、橱窗、广播等传统媒体为基础，创新学校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等新媒体途径，形成多层次、多格局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窗口，筑牢大学生理想信念基石，抵制有害

文化的侵蚀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激发大学生以勤奋学习为目标，爱党爱国爱校，遵宁学校纪律，

热爱校园生活，彰显爱国热情。 

4.2. 以互联网为抓手，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学校和社会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场合，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互联网

的发展，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种易于被大学生接受的新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网络上的爱国主

义教育现在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主流的视频和社交软件上，我国的很多官方媒体都开设了账号(如
共青团，新华报和人民日报等)，国家官方发布的手机客户端(如学习强国等)，为众多大学生提供了增长

知识、提高水平的平台。互联网可以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多样的载体，例如网络电影和电视剧等大

众乐于参与的娱乐方式，适当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相关题材的比例，近些年中，如八佰、建国大业、长津

湖和觉醒年代等等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口碑和教育意义上都获得了成功，无疑是商业、娱乐业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优秀结合，随着这种爱国作品的流行，潜移默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教育和大学生日

常生活结合起来。 

4.3. 强化网络监管，抵御不良文化侵袭 

当今，网络发展迅速，信息体量庞大，多元文化交融，网络上一部分人为了博取流量和关注，通过

鼓动极端爱国情绪，对正常的爱国行为带来了抹黑效果，甚至伤害了一部分真正爱国人士的爱国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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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为错误思潮提供了温床，例如菲律宾最大的节日“圣婴节”，是为了感恩殖民者带来

的“圣婴”雕像而庆祝的节日，一些不明所以的大学生，无法辨别文化的优劣，在盲目追求所谓“潮流”。

国家和政府需要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视和管理，抵御不良文化的侵袭，宣扬正确的爱国主义价值观。 

5. 结语 

“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新形势下，大学生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及要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来，是十四亿华

夏同胞携手奋进、砥砺拼搏的最好答案。目前正处于中国飞速发展最好的时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应乘胜追击、乘势而上，绘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蓝图，积极担负起属

于大学生的使命与责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出一份青春力量。青年时期最为重要的是要接

受良好的教育，这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关口，是

不允许有所偏差的重要时期。要牢牢把握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课堂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将国家发展目标和

方向作为指引，规范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新形势下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对以往的爱国

主义教育有所继承，更要与时俱进、与时偕行，鼓励广大大学生不断地向党组织靠拢，把成为党的事业

发展的传承者、继承人作为奋斗目标，将个人的成长成在融入党的事业发展之中。回望党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折不挠、求实创新、始终为人民着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将全国人们团结在一起，在世界发展

的潮流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5]。青年一代更应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

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马克思提出青年人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为世界上的青年人喊出一句响亮

的口号。青年一代应该坚定理想信念，要坚持做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6]。思政教育是进一步推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举措，为立德树人提供了动力源泉。通过学习思政大课，大学生才

能真正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专业课程教师应在课前精心选择可以融入课程的教学内容，课堂

上使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恰当的教学手段，在课后指导中继续进行思政教育；高校应不断提升专业课教

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和成效检测机制，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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