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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系统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深入

理解伟大祖国的屈辱史和文明史，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历

史史实，大学生才能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这正是新时代爱国主义

的最根本特点和内在要求。在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趋势下，开展大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既要“坚守爱国主义的国家站位，又要尊

重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发展道路”，激励青年大

学生群体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包容开放的姿态以及

理直气壮的状态同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 纲 要 》 明 确 提 出 ， 弘 扬 爱 国 主 义 要 做 到 知 行 合

一，将爱国之情转化为行为践行的实施原则。新时代大

学生加强爱国主义实践教育，不仅要重点培育其爱国情

感，更需要关注爱国情感的行为践行，正确引导青年大

学生群体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让

青年大学生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社会，在勤劳担当、扎

实奋斗的过程中开阔视野，练就本领，怀大格局、展大

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青春和

智慧。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凝聚爱国主义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新

时代高校通过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在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和人生价值，从

而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跨步前进。新时代大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不应该是教师简单地重复或者以照本宣科的

方式向大学生灌输主流价值观概念，而是要把爱国主义

所包含的内在价值理念和灵魂，以润物细无声、潜移默

化地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全过程，激发大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转化为自觉意识。新时

代的每一位大学生爱国者必须把爱党、爱国和爱人民结

合起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建设之中，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面向

众所周知，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核心主题。当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虽然

丰富，形式多样，但大多未能将学生的内心关怀与思想

政治教育融为一体，因此，尚未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这要求教育者寻找一个

情感教育切入点，以便将学生“本心”与“爱国”深度

融合，成为一体。目前，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显示出亟需破解的现实难题。这些难

题 的 破 解 需 要 优 化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的 育 人 结 构 ， 构 建 学

校、家庭、社会、学生为协同联动的“四位一体”爱国

主义教育格局，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作用、家

庭教育的示范引导作用和社会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高

校作为“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人才培养摇篮，应把

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努力培养爱国爱

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终身服务的时代新人。

第 一 ， 发 挥 数 字 媒 体 在 大 学 生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中 的

新效能，加强网络化的爱国主义教育。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网络媒体被称为新时代大学生获取知识和资讯

的最有效和最便捷的平台。大学生每天接触网络，大量

接触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因此把网络作为教育的平台

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是适应新时代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和

趋势。此外网络是巨大的平台和“染缸”，我们不主动

占 领 就 会 被 “ 其 他 人 ” 占 领 ， 我 们 不 主 动 发 声 就 会 被

“其他声音”覆盖。首先，高校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线上讨论、线上教学等，通过科学引导、平等交流加

强监督、积极渗透等方式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升

网络宣传的战斗力与影响力。其次，为学生提供合法的

检索服务与查阅服务，在网络资源区设立专门的板块和

专栏，深入、全面、及时地将时事政治更新，向学生宣

传爱国主义，也让学生能够在特定的讨论区进行研讨，

激发爱国情怀。再者，通过设立微信公众号、抖音专属

号、高校新媒体平台，通以短平快的形式，不断展现、

充实和更新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将重大历史事件、重

点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运用“网、端、微、频、影”等

媒体广泛传播，在提升大学生网络文化和道德品质的基

础上，潜移默化地升华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第二，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爱国主义

教育题材的影片是我国各种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传承民

族精神的纽带、启迪美好心灵的火炬，同时，对塑造民

族文化、弘扬正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爱国主义

题材的电影具有生动、直观、感染力强的特点，具有健

康进取的思想内涵。历史题材和明星效应，以其潜移默

化、发人深省的特点，激起大学生的兴趣，提高爱国主

义教育的效果。《亮剑》《战长沙》《战狼》《南京南

京》《建党伟业》《伪装者》《我和我的祖国》等优秀

的影视剧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比如《建国大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

周年的献礼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钱学森》主要

讲述的是钱学森青年赴美、励志求学、涉险回国、建功

立业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曲折人生；《我和我的祖国》

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

的故事。通过观看这些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电影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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