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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情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培育新时代

高职学生家国情怀有助于坚定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可以使高职学生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前，高职学校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很高，但是对其中蕴含的家国文

化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引导和鼓励高

职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悟家国情怀，从而使得历

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

彩。比如：我们可以引导高职学生感悟和继承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使高职学生了解我们从哪里来，进

而了解今后要到哪里去，让新时代高职学生自觉地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之花。

（三）有助于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

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培养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情怀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新形势下各国的竞争本质

上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培育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

情怀有助于提升政治素养、政治本领，有助于培养政治立

场坚定、精神面貌饱满、综合能力突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和大国工匠，能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青年寄语，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

展望，提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新时代高

职学生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承担着职业教育发展的

重大任务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培育新时代高职学生的

家国情怀、厚植家国意识、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是时代赋

予高职院校的责任与使命。当前，高职院校在培育学生的

家国情怀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

存在一些问题。

（一）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意识不够深厚

当前，新时代高职学生正处于最好的年代，社会和

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受到网络、周边环境等影响，

不少高职学生仍然漫无目标、精神空虚，过于追求物质享

受，攀比之风兴起，导致理想信念缺失、家国意识淡薄等

一系列问题。一是高职学生生理成熟但心智尚未成熟，现

在的高职学生多是00后，大部分学生是独生子女，家庭条

件普遍比较优渥，缺少挫折、困境的磨炼，大多以自我为

中心，自我意识较强且比较重视个人得失，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抗心理，从而

导致对家国情怀的认同感不强。二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趋

于功利化，这使得高职学生在学习观、就业观等方面展现

出了浓厚的功利色彩，产生了只学有用的、只做有益于自

身的情况，这与家国情怀的培育产生了冲突。三是互联

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流通变得更快，抖音、小红

书等社交软件的兴起，使得短视频替代了原本的深度阅

读，导致高职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下降、系统学习的意

愿减弱，对于国内外大事和历史发展脉络仅仅只是一知半

解，缺乏系统的理解，削弱了高职学生主动接受家国情怀

教育的意识。

（二）家庭培育高职学生家国情怀的缺位

培养新时代高职学生家国情怀，必须发挥家庭、学校

和社会三方合力，家庭作为高职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的主阵

地之一，其教育力量略显薄弱。一是家长对高职学生进行

家国情怀教育的意识薄弱，高职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出

生于改革开放前后，这一代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子女

的温饱问题、如何提高子女的成绩、如何给予子女更好的

生活，但是对于家国情怀的教育不多。二是家风建设不到

位，部分高职学生的家长本身没有树立好的榜样，没有真

正将“小家”与“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真正将家庭建

设成为家教好、家风正的健康细胞，给子女灌输了金钱至

上、成绩至上等错误的观念，导致学生的功利心增强，家

国意识淡薄。三是家庭沟通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家长在子

女小的时候将精力放于各类学习、考试以及培训，上大学

后只能通过偶尔的电话、放假时间进行沟通，这使得高职

学生对家庭的归属感不强，进而难以产生对祖国的热爱和

甘于奉献的情感。

（三）高职院校对家国情怀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高职院校作为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的主阵地，其教育效

果对高职学生家国情怀的养成有直接影响。但目前高职院

校对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点：一是部分高职院校的教育存在功利性的现象，当

前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就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而高职院

校大多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重视专业课程和实践技能

的培养，但是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缺失，导致学生的家国

意识不够强。二是高职院校未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教育的

氛围，所有高校都非常重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但

是真正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一起的较少，真

正将家国情怀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也不多，且部分高职院

校举办家国情怀相关的文化活动仅仅只是满足于做过了而

不是做好了，导致家国情怀培育成效不明显。三是部分教

师对家国情怀的理解不足，部分教师仅仅满足于上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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