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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大背景，加上突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重大疫情环境，给高校加强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新的任务。中国抗疫的

伟大成就，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感，

提升了青年大学生的家国观念。这要求高校在疫情之

后，应该在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新途径方面做

出新的努力。

一、抗疫背景下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

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

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加强青年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形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磅礴力量，取得了巨大成效，

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为加强高校青年学生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而鲜活的教材，具有重

要的教育意义。

1、抗疫精神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青年是祖

国的未来，爱国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首要的政治品质。

近年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之下，中国人民同舟共

济、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生动诠释了“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我们才能在困难面前无往而不胜。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强烈地激发了青年大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怀。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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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

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

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

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高校教师要引导大学

生从抗疫实践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有效激发青年学生始

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坚定报国信念，树牢为民理想，

使爱国主义成为青年大学生的精神追求、价值标准和行

动指南。

2、抗疫精神培养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新时代青

年大学生生长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便捷的网络条件成

为了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随着网

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随之涌入，

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混淆着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

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面对疫情，亿万中国人民自愿居家隔离，主动接受社区、

村委的防控管理，进出公共场所主动测量体温、展示行

程码、健康码，全国上下形成了同心抗疫、井然有序的

防疫形势。无论是在疫情突发，还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形势之下，中国人民始终听党指挥、团结一些、守望相

助，筑牢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青年大学生是堪当重

任的新时代青年，是筑梦的主力军，更需要铸就集体主

义精神。

3、抗疫精神强化大学生使命担当意识。中国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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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有力地彰显了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国之大者”的为民情怀。疫情发

生后，党员干部主动请战、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一线、

志愿者坚守防控岗位，他们用无论生死、不求回报的奉

献精神勇往直前、担当作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回望

武汉抗疫，广大医务人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4.2 万

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其中 1.2 万名 90 后青年。以

贵州抗疫为例，2021 年 10 月贵州遵义疫情突发，贵州

医科大学 800 余名师生紧急奔赴红参遵义，其中 600 余

名“90 后”，“00 后”医学生。央视朝闻天下栏目评

价他们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之

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任重道远，需要一代代

中国人接续奋斗。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更

需要当代青年大学生去见证、去努力。高校教师要引导

青年学生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练就过硬本领、

锤炼高尚品格，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党员

干部，青年志愿者一样，危急时候站得出来、艰难时候

冲得出去，担当作为、报效祖国。

4、抗疫精神提升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的思想

自觉。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必

备的政治素养，也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之下，一方面，中国抗疫实践取得

了巨大成就，守护了人民生命健康；另一方面，中国抗

疫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抗

疫不力，还大搞政治阴谋，对中国抗疫妄加指责。中国

抗疫展现出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和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中央的正确带领下，

中国的抗疫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能办事，办成事的强大

信心，激发了青年学生对“四个自信”的情感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也为教育青年大学生坚定“四个自

信”提供了生动的现实教材。

二、抗疫背景下高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

问题

疫情发生以后，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要求，

对传统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部分高校积极应对、主动

创新将线下教学向线上教学转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也随之进行有益的调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

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高校传统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的需求。在传统课堂教育的模式下，高校加强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思政课程为载体采取自上而下的灌

输方式为主导，忽视了大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的能

动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功能未能充分体现。

同时，书本的知识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素材和爱

国主义教育课堂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在和平舒适的环境

中，青年大学生对在艰难岁月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精神、

英雄人物、历史事件很难感同身受。

2、高校新媒体线上教学技术准备不足。由于疫情

突发，高校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线

上教学成为高校在疫情期间开展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时间，雨课堂、超星、慕课等线上教学媒体涌入大家

的视野。但是，教师认为线上教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疫情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去研究提

高线上教学质量；学生带着新鲜感进入线上课堂，但

是，一方面线上课堂教师和学生很难进行面对面的直接

交流，缺乏课堂的纪律约束感，另一方面线上教学有时

还会遭遇网络、系统故障，使得学生在思想观念上和心

理准备上都很难认可线上教学的方式。

3、高校新媒体线上教学师资支撑不足。当前多数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要由辅导员老师和

班主任直接负责，思政工作队伍教师工作任务重，工

作繁杂，很难专注于线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同时，

因缺乏足够的岗位培训，导致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的网络素养参差不齐，不能灵活的运用网络新媒体

技术和手段开展工作工作，制约了线上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顺利开展。加上部分学生参与线上课堂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不够，在线上课堂中教师难以对学生的学

习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导致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很难达

到预期效果。

三、抗疫背景下高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有

效途径

1、不断创新完善网络思政教育观念和主体意识是

做好高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之下，为加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效果，提高育

人质量，需要深刻把握网络思政教育规律，建立平等、

开放、包容、及时的教育原则。疫情发生以来，为有效

落实“停课不停学”的要求，诸多高校主动思考、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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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将网络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手段充分运用于

加强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当中，对思政教育的途径

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通过“雨课堂”、“QQ直播”、“腾

讯课堂”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微课宣讲、课堂直播、在

线学习”等讲述抗疫故事、弘扬抗疫精神，使青年大学

生在中国成功的抗疫实践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等媒体平台及

时有效的宣讲防疫知识、科普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为

取得抗疫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线上思政教育是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之下，将新媒体技术融入高校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网络思政教育观念和主体意

识的转变是新时代高校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关键。

2、培养高校网络思政工作队伍“媒体素养”是做

好高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疫情防控

期间，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网络“点对

点”和“面对面”的优势，要建设一支政治文化道德

水平过硬、能灵活运用网络传播技术的专业教师队伍，

做好新时代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更要求教师要能熟

练运用网络信息和传播技术，要掌握网络信息传播规

律和原理，要具有网络文化产品开发能力、网络舆情

引导能力，实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疫情发生以来，

在抗疫战场上既涌现出了无数英雄模范和抗疫感人事

迹，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思政教师要深刻钻研疫

情防控鲜活教材，深入挖掘疫情防控中生动素材，充

分运用网络手段，借助网络技术、新媒体手段，以影

音、视频、图片等可听可视化的途径把疫情防控实践

转化为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案例，把疫情

课堂教学带来的困难转化为探索网络思政教育新途径

的契机。例如：贵州医科大学以 1443 名贵州援鄂抗疫

医务人员的生动事迹为例，加强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其中学校通过在线上开展援鄂医务人员与团支部“一

对一”故事分享会的形式，借助“雨课堂”平台贵医

298 名援鄂医务人员走进班级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抗

疫故事，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精神和救死扶伤的人生

理想，增强人民意识、立志成才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奉献青春力量。

3、着力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力

是加强高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疫情发生

后，针对网络上对中国抗疫褒贬不一的评价声，高校思

政工作者首先要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引导力，抵制网络

的负面冲击；其次，牢固树立网络话语的权威性，适时

教育引导学生辨别是非对错，筑牢思想防线；再次，遵

从网络传播的从众和权威者心理效应，要发挥一线抗疫

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引领作用，积极利用微信、抖音、

短视频直播等多种手段，进行疫情防控精神教育和传播，

主动占领网上思想教育阵地。例如：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贵州医科大学通过建设网络平台，开辟

网络专栏，发布贵州抗疫工作新闻等形式加强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各学院通过 QQ 平台、微信平台建立了“爱

国爱岗网上教育课堂”、“战疫日记”、“战疫专栏”

等形式及时发布官方通知，引导学生不信谣、不传谣，

科学防控、保护健康。同时，通过抗疫前线老师的工

作日记，让同学们第一时间了解老师们勇于担当、救

死扶伤的崇高精神，用最鲜活的抗疫事迹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四、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舟

共济抗击疫情的成功实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生

动鲜活的教材。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仍然需要深入

思考如何更好的丰富教育素材、创新教育方式、探索

教育新途径，为应对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加强

新时代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新

手段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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