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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新特征和新

变化。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显著

改善，社会治理展现制度治理新面貌，党内政治生态明

显净化，我国各族人民正昂首阔步前行。同时，国际经

济政治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转型和信息化发展

推动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全球疫情防控等新情况新问题

层出不穷，世界格局多极化演变加剧。中国作为一个大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伟大理论实践，不断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生发的新现实、新问题为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带来了新变化、新课题，提出

了一系列亟需破解的新问题。

爱国主义是指“对祖国忠诚和热爱的思想观念和内

在表达”，[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2 0 2 0 年 新 年 贺 词 中 指 出 ： “ 我 们 为 共

新时代开展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思路
 买托合提·居来提　买买提艾力·阿布都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时代赋予爱国主义特殊的含义和历史地位，新时代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应

及时更新、充实、发展以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解决新问题，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从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出发，深入审视新时代高校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的有效路径和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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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医者与患者：绿洲文化视域下的维吾尔医患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7YJA85000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田区域民族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BMZ062）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共同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