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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科特点、实际需求、教学实践等方面出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基于课程思政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是新时期高校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本文分别从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重要意义、“课

程思政”在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中的作用、基于《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实

践探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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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actual needs and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the basic re-
quire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the rol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an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Hu-
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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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对受教育者进行一种教育，即热爱祖国[1]，使其形成热爱祖国的理念，并为

之努力终生的教育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的进程就是培养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2]，践行为国为民服

务的历程，是对青少年进行知信行相结合的教育历程[3]。在现代中国，爱国情怀素养的精髓在于坚持

爱国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结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国民的尊严、国民的自信以及为国奋

斗的决心等，都是爱国的一种体现。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每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特别是当代的大

学生[4]。 
同时，在大学中进行爱国情怀素养的培养也需要通过多种课程来进行，《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

各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承担着地理学人才爱国情怀素养培养的重任。这是一种强大的民族认同[5]，是

一种国家凝聚力的内核，也是一种对祖国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当国家遇到巨大的困难时，更能自觉地

为祖国的繁荣和稳定做出贡献[6] [7]。在大学里，爱国情怀素养的培养可以通过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

和成就进行深度的宣传，从而使他们在心理上与自己的祖国更加接近[8]。作为青年一代的大学生，他们

是祖国的前途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9] [10]。 

2. 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群体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核心受众，是青春和智慧的承载者，是民族

的希望，实现中国梦的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建设的未来接班人。因此，培养有爱国情

怀、对国家和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大学生，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而言，都具有长远且

深刻的意义。 

2.1. 国家层面 

爱国情怀包含着个人对祖国的情感，在内为对国家由衷的热爱和忠诚之心，具体外在表现为热爱祖

国的言行举止。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已经融入国家血脉，得以代代传承。纵观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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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虽然几经纷争，但是国家没有被分裂，而是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和“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有着密切关系。从国家角度出发，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有助于激励国民不忘初心，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坚定“一个中国”立场，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进程，助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 

2.2. 社会层面 

爱国情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美德的情感源泉。爱国情怀传递了家国一体的理念，体现了社

会本位和集体主义。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

则之一。从社会角度来看，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当代青年

国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增

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对促进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引导社会全面进步、早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也大有裨益。 

2.3. 个人层面 

爱国情怀不仅仅是喊口号，而是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建国初期，我国一批仁人志士在强烈的爱

国情怀的驱动下，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锐意进取，为建设新中国奉献青春、贡献才华，与此同时也成就

了自己的功名。从个人角度来看，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能引导大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升政

治觉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大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模范表率作用，

有助于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帮助当代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个人成长成才的基石，有助于

将个人梦和中国梦结合，促进个人梦的实现。 

3. “课程思政”在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中的作用分析 

我国一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实践探索，并且效果

显著。当前高校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的状况总体良好。大多数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时刻保持一

颗爱国心。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进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比如

教育时效性有待提升、部分教育内容仍稍显空洞、教育形式不够多样、培养体系不够完善健全等。“课

程思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积极响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坚持知识讲授和价值引导相融

合，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刚好可以对应解决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时代感。富有时代性的内容是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的实质内核和重要

因素。自建国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时代要求

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教育内容与时俱进。但是目前在内容方面，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的内容时

效方面有时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表现为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度不够高、对时事热点反应不及时、和现实

生活存在脱节的情况、和大学生的心理距离较远。此外，爱国情怀培养过程中容易出现内容空洞的情况，

教育教学内容较为抽象模糊，概念不便于理解，内涵和外延不够具化。这提示着我们应当在培养大学生

爱国情怀素养的过程中引入“课程思政”理念。“课程思政”为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指明了方向。“课

程思政”正是结合了时代背景，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贴社会前进的脚步，从顶层设计，能够结合专业课

程特点，紧跟学科前沿，紧抓研究动向，推陈出新，使“旧瓶装新酒”，从而提升爱国情怀培养的实效

性。“课程思政”兼具文化育人和政治教育双重功能，能够寓道于教、寓教于学，使爱国情怀培养内容更

加具体可观，增强了易理解性，便于提升爱国教育内容的吸收度。 
(二)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形式的生动性、新颖性。具有新颖性的形式是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的外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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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重点彰显。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对现代媒介和传统资源利用率不高，形式不够多样，缺乏一定的新

颖性，难以吸引部分大学生的兴趣，难以引起少数大学生群体的情感共鸣。因此，爱国情怀培养要结合

大学生这个受众群体的思想特点，要将共性和个性相结合，要具有针对性。是故在形式层面，也需要“课

程思政”给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提供借鉴。 
(三)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体系的统筹性和协调性。完善协调的体系是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的坚实支撑

和有力依归。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的元素多元，体系庞大。推进大学生爱国情怀教育

是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难以一蹴而就。欲稳步提升每一代大学生的爱国意识，需要从顶层设计，从

基础落实，建立健全完善的方案体系。爱国教育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落后于时代要求，不能很好地满足

当代小部分大学生的要求，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体系不完善，缺乏统筹性和协调性，学科

之间的联动配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4. 基于《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实践探索 

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大学生个性化的特点，给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人文地理学》的课堂中应以“课程思政”为依托，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人文地理学》课程

教学的全过程中去，建立健全的协同育人机制，开展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的实践探索。 
(一) 《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和现实实践相挂钩，更新内容。首先，基于“课程思政”培养大学生

爱国情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核心内容，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外，实践是理论的

源泉，为理论更新提供方向。因此，在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过程中，依据“课程思政”要求，也要注重爱

国情怀理论教育和实践相联系，时事政治教育和历史通识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学科相配合，

将不同元素融会贯通到教育教学内容中去，增强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内容的实效性和鲜活度。学校层面

也应建立起对培养内容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在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等文件中明确“课程思政”任务，

根据内容来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打分，评选出精品课程、重点课程、示范课堂，促进大学生爱国情

怀培养内容细化且更加符合实践需求。 
(二) 《人文地理学》教学形式和受众需求相呼应，创新形式。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是以大学生为受

众对象的，故不可忽略大学生群体的个性需求，需要改变以往靠“填鸭式”的理论灌输的教育方式。首

先，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通讯飞速发展，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不应拘泥于实体课堂，也应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抓牢网络教学阵地，采用慕课等在线开放课程的形式，运用好网络媒体，多种形式开展课堂思

政，创新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内容和形式。依托网络创新教育传播方式，能够提高爱国情怀培养工作效

率，拓宽爱国情怀培养视阈，提升爱国情怀培养工作的实效性，也能够减少网上传播的不爱国的言论和

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营造价值观正确的网络文化环境。其次，教师也要增强创新意识，除了依靠口头、

板书、幻灯片进行讲授，还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情景再现、专题教学、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学

习，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 《人文地理学》教学体系和协同原则相遵循，完善体系。基于“课程思政”推动大学生爱国情

怀学习，需要从高处着眼着手，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决策，再要基层配套落实。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

到教师在体系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大学生人

生路上的引路人，承担着神圣使命。教师应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坚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使课堂成为

弘扬爱国精神的主阵地。对于学校而言，学校应加强对老师的培训，开展岗前培训、专题培训等各种形式

的培训，增强老师的“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高校还需要加强合作，构建合作交流平台，互通有无，

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因此，完善培养体系，建立健全的《人文地理学》课堂思政协同育人体系机制，要提

升专业老师课堂思政、协同育人的意识和能力，发挥高校教师在大学生爱国情怀培养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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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的《人文地理学》教学中，要排除一切不利于爱国情怀素养培养的因素，注意

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在《人文地理学》教学的

整个过程中，要将爱国情怀素养的培养贯穿其中，以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素养的人文地理教学实践为基

础，这就要求教师要对课本中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基于《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明确课程目

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对课程内容深入了解，运用情境式的教学方式，强化学生对地理地域的了解，

进行地理教学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实现基于高校《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爱国

情怀培养的教学目标。只有实践才能证明真理，才能检验爱国情怀素养培养的有效性。爱国情怀教育的

本质是一种对人的实践活动，它的目标是要用爱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教育，使他们对祖国的感情、党的认

同，增强对国家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自信，从而形成一种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并将其转化为爱国

的实际行动。 

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人文地理学“跨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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