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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

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

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

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

核心。”①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

景下所产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它具有四个基

本要求：一是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二是爱自己的骨肉同胞；三是

爱祖国的灿烂文化；四是爱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爱国

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②。在具体

实践中，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推进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坚持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

就相继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政治课程。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先后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在

1985 年，增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第二次是在 1998
年，设置了“两课”，即思想品德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共七门课

程，简称“98 方案”；第三次是在 2005 年，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调整为四门课程，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简称“05 方案”。
通过以上调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得以不断加强和完善，并在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贯穿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帮

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共中央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

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要进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特别

是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教育”“要

进行中国国情的教育”“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要进

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教育”③，等等。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通过“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开展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

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

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④，使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

论，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民族精神的崇高，了解中国的发展状

况、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作用

以及同世界的差距，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引导大学生自觉地将个人理想、人生价值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完整的学科和课程体系，有固

定的教学时间、优良的教材和专门的师资队伍，为高校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如在学科方面，《中宣部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

［2005］5 号）提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任务，目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已经确立起来，从

而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持。
在课程体系方面，“05 方案”把高校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充

实为以下四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从而形成了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课

程体系。在教材方面，“05 方案”设置的四门必修课程的教材，是

在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下，集中了一批专家学者编写出来的，

具有较高的科学系和权威性，为全国高校所统一使用。在师资队

伍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拥有一支思想政治过硬、业务水平

较高的专门教师队伍。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考试评价

体系与督促检查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检验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的成效。就考试评价体系而言，其方式主要有：闭卷与开卷、平时

考核与期末测试，并将理论道德认知与实际表现相结合，综合考

核大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运用以及自身道德修养。平时成绩

与考试成绩一般分别占 50%或者 40%、60%，也有 60%、40%或

者 30%、70%。同时，为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宏观管理

和指导，最近，教育部社科司会同全国六省市有关部门研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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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督促检查指标体系 （征求意见稿）》，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校自查、省级教育部门全面检查、中
宣部和教育部联合督察的重要依据。

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十分重视发挥课堂教学特别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课堂教学，努

力抓好以下工作：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为确保教育成效，教师必须切实掌握

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深入钻研教材，并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和具

体了解学生的思想实际，不断丰富和充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每节课的教学内容，认真编写教案，运用

简明生动的语言，妥善地组织教学。
2.积极探索和运用多种课堂教学方式与手段。在课堂教学

中，不少教师积极探索运用启发式、参与式教学和现代化多媒体

教学等教学方式手段，以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如有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善于发掘教材中的爱国主义因素，精心设

疑，层层深入，启发学生思考和答疑，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如，近些年来，许多教师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集文字、
图片、视频、音响、动画于一身，有的教师还利用有关设备，播放

爱国主义的影片与录像，使教学更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

更富有感染力。
3.努力提高任课教师的品德修养和能力。为充分发挥教师

的作用，各高校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

教育，提高教师的品德修养。要求教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

纪守法，热爱祖国，教书育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影响学

生。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

育教学能力。除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业余培训学习外，还支持教

师外出进修和参观考察，学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各种先进经

验。三是制定和实施各种奖励措施，鼓励教师大胆创新，不断提

高科研能力和提高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平。此外，近

些年来，教育部、各省（区）教育厅还积极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精品课程建设和网上“精彩一课”评选活动，为教师们提高教

育教学能力提供了平台。
三、指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高校十分重视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1.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许多高校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规划，明确规定学时并

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结合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指导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既可在在校学习期间，利

用当地资源，选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大学生参观学习；也

可以利用寒暑假，指导大学生回到家乡，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

问、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
2.指导大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最近几年，在中

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各高校团委利用每年寒

暑假，采取集中和分散的形式，组织大学生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宣

讲、社会调研、科技支农、文化下乡、法律援助、医疗服务、勤工助

学以及挂职锻炼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通过组织和指导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们

得以走出校门，深入基层和工农群众，从中接受中国革命历史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亲身感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培养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感情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四、创造爱国主义的社会和校园文化氛围

“要使爱国主义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浓郁

的爱国主义氛围，使人们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随时

随处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的感染、熏陶。”⑤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创造爱国主义的社会氛围，利用各种传播

手段，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宣传中华民族的奋斗

历史、光荣传统和灿烂文化，宣传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

和事迹，注意抓住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形成爱国主

义宣传的高潮。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力宣传王进喜、焦
裕禄、雷锋、孔繁森、任长霞、窦铁成等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及对航

天精神、抗“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奥运精神的大力宣传，

深深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我国还十分重视对各类博物馆、纪念

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历史遗迹、风景胜地和展示我国两个文明

建设成果的重大建设工程、城乡先进单位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建设，使之能更好地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我国各高校也十分重视创造爱国主义的校园文化氛围，不

断完善校园物质文化设施，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环境，利

用校园报刊、广播、墙报、黑板报、宣传栏、电影、录像、电视、网络

等多种舆论工具和手段，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在校园的楼

道、教室、图书馆的墙壁上，张贴有不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

杰出贡献的领袖、先烈和名人的画像、诗词、格言。结合各种重大

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各高校还突出爱国主义的内

容，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

期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教师不仅要尽心尽力去做，也要

动员和指导学生自己去做，让学生学会自己教育自己。因此，在

营造爱国主义校园文化氛围，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

程中，还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党团基层组织和学生会、社团和班委

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高校通过他们组织的以爱国主义

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不可胜数，不仅内容充实，而且生动活泼，深

受学生欢迎。这些教育活动不仅教育了广大学生，而且也培养了

一大批热心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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