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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各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磨练爱国主义

意志。

第 三 ， 组 织 大 学 生 开 展 各 类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 社 会

实践是大学生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此类活动大学生较

为关注，参与热情很高，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实践这一

特殊形式和机遇。利用重大时间节点（例如国庆、建党

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等），运用好仪式礼仪，组织大

学生主动、积极参与祭奠、集体宣誓、歌唱祖国、红色

主题教育等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底蕴的教育实践活动，

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进一步提升青年大学生的爱国热

情 ， 坚 强 报 国 意 志 ； 依 托 榜 样 力 量 ， 积 极 宣 传 时 代 楷

模、道德模范、英雄烈士、最美人物的先进典型事迹，

让榜样力量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浸润到大学生的

灵魂，促使大学生以优良的品德修身、以魅力的公德润

心、以共尊的大德铸魂，最终以行为践行回报祖国、奉

献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邀请社会名人（如

知 名 企 业 家 、 作 家 、 军 事 教 授 专 家 等 ） 到 学 校 演 讲 宣

教，通过时代楷模和社会名人的言传身教，加深高校爱

国主义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第 四 ， 鼓 励 和 组 织 学 生 参 观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提高中华儿女凝聚力和奋斗力的

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

理 想 信 念 ， 重 塑 精 神 世 界 ， 树 立 科 学 的 人 生 观 和 价 值

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5]新疆和田地

区具有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比如和田地区博物

馆、皮山康西瓦烈士陵园、和田县改水纪念碑、和田县

王蔚纪念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策勒县毛主席像

章陈列馆、于阗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室、民丰县毛主

席语录塔等等，通过参观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

“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6]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历史教

育、国情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利用可视化的材料、互动

式体验等方式进行展示和教育，补充课堂理论教育的局

限性，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

结　语

当 代 青 年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希 望 ，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肩负“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心使命的中坚力量。要教育和鼓励

广大青年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树立忠诚祖国、服务

社会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立志成才。为加强和改进

各族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活

力，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过程

中，应把乡土情怀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丰富和优

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不断创新爱国

主义教育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塑造和升华在校各

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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