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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关

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更关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

我国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坚持在思政课这一主阵地上开展家国情怀教育是大学生

实现自己“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本文在梳理家国情怀教育和思政课教学关系的基础上,从大学生家国

情怀教育是思政课的现实需要、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的必由之路和促进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

现这三个方面论述了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坚守思政课主阵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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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与思政

课之间的关系 

家国情怀是顺应着时代的发展潮流,

将传统家国情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整合,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认同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1]家国情怀与

时俱进,随之新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教

育也会不断成长,是一个拥有主体的三

方行动,包含对自身道德修养、社会责任

践行和民族国家自豪感的教育,这和思

政课的教学内容不谋而合。 

思政课也就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顾名思义,主体和家国情怀教

育一样,都是大学生。思政课是运用基

本原理,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的群体进行

具有思想性、政治性的教学活动,引导

大学生将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现实

联系起来,用辩证、唯物和历史的视角

观察问题,具备理论联系实际和辩证思

维分析的能力。思政课具体到小学和初

中阶段开设的“道德与法治”,高中阶段

开设的“思想政治”,而大学阶段共开

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大学思政课中

的每门课程都与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

内容密切相关。 

2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坚守思

政课主阵地的必要性 

2.1思政课上开展大学生家国情怀

教育条件充分 

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是知识层

次最高、创造能力最强、综合素质最好、

最有远见和远大发展前途的群体,是国

家宝贵的潜在人才资源。[2]大学生是代

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潜力的队伍,对

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责任担当和个人

道德修养教育是不可能避开的,是会培

养出一批又一批有思想、有勇气、有担

当的新时代大学生,开展大学生家国情

怀教育是为大学生输送正确思想理念

的纽带。 

开展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是需要

一定条件的,思政课堂就正具备实现家

国情怀教育的一切条件,也是促进家国

情怀教育发展最适合的阵地。要开展大

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就离不开大学生、

教师、家国情怀教育的相关内容,在思

政课开设的四门课程中,教学内容和家

国情怀教育内容不谋而合,在思政课中

教师、学生、理论知识均是每堂课最基

本的教学要素。 

思政课堂中的思政教师个个是从

年轻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是在大学经

过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的人

才,思政教师不仅对思政理论知识通晓,

且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思维、心

理都是熟悉的,他们来完成对大学生的

家国情怀教育是最有经验的人选,也是

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高校思政课是必

修课,每周每个班级每个专业都是开设

了的,配备了有专门的学习场地,专业

的设备,专业的思政教师,供学生进行

专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学习,这样的环境阵地难道不是实现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最佳阵地吗？

难道不足以让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坚

守思政课堂吗？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离不开思政教

师,离不开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等理论知识的支撑,更离

不开教育对象,而具备这一切教育要素

的主阵地就是思政课堂。在思政课堂上

对大学生展开家国情怀教育,既可提升

其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也可以筑

牢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中国精神的传承,对中国梦的弘扬,为

我国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国价值观。 

2.2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是思政课

的现实需要 

目前高校的思政课堂更加侧重于爱

国主义教育,而家国情怀教育的现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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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理想,具体表现在大多数学生不

太关注国家大事、对社会事务漠视,缺乏

责任担当意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没有深入领会,仅停留在字词表面。高校

思政工作者若以陈旧的教育观念来进行

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政教学显然已经过时,

一味重视理论知识的详细灌输,忽视系

统化、情境化地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就会丢失思政课应有的育人功能。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是思政课的现

实需要。现阶段的大学生认为思政课枯

燥无味,在课堂上会随意的做自己感兴

趣的事,对思政课内容不太关心,常常关

心的就是期末考试成绩是否合格,对思

政课上学什么,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

用截然不知,只是单纯的认为思政课考

研、考公务员、入党需要,对思政课提不

起太多的兴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思政

课是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的必修

课,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国家领导人曾

在318座谈会上谈到要办好思政课,理直

气壮的办好思政课,思政课是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的课程。面对如此现状,我们

可以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思政课上,思

政课为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教育提供场所,

家国情怀教育为思政课完成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供养料。要改变大学生对思政

课的态度,对大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

是最佳选择,从家国情怀教育中感受到

了思政课的乐趣,自然而然就会爱上思

政课,这样的家国情怀教育才更有意义。 

2.3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有助于思

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从各个方面来

说都是有助于思政课落实立德和树人这

两个根本任务的,一方面,家国情怀教育

的理论内容贴近思政课的教学重难点,

有助于学生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概论的

理解,有助于学生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有助于学生积累丰厚的理

论和形成思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

助力在“立德”上下够了功夫；另一方

面,通过家国情怀教育在思政课堂上的

潜移默化,有利于学生提高个人道德修

养素质,有利于学生自觉担当起自己应

有的责任和使命,有利于学生在平凡的

岗位上干出为民谋利的大事情,学生面

向社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实现中国梦的

路上,这就是家国情怀教育在“树人”上

下足了功夫。 

一直以来,思政课工作者连同大学生

自己都知道,思政课意义非凡,没有任何

一位大学生可以回避思政课给我们带来

的正确价值取向影响,思政课对大学生历

史观和道德观的形成不可或缺,就像鱼儿

离不开水那样简单和重要。思政课必须落

实立德树人,家国情怀教育是思政课的主

要内容,要落实树人根本任务就必须对大

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促进思政课根本

任务的实现。国家领导人强调：“对新时

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

成才之基。”[3]在进行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

时刻,基础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家、爱国的

教育,这才能完成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而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也正好需要坚

守住大学生学习中最特别的思政理论课

堂主阵地,因此大学思政理论课堂和家国

情怀教育必须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对大

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才有助于思政课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增强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必要守

住高校思政课这个主阵地。在思政课堂

开展家国情怀教育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将家国情怀教育加入思政课堂,让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史纲要等课程不再是简单空洞

的字面解说,而是升华到大学生的自身

道德修养和责任担当上,满足现实社会

发展需求,完美的诠释了思政理论课树

人的教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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