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教育部党

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教党

〔2016〕4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现就在本科生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爱国

主义教育作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主题，坚持爱国主义

与社会主义相统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教育教学

各环节，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开展深入、持久、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

扎根，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二、主要内容

（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推

动爱国主义精神入脑入心。

1.组织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校印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讲话》读本，



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利用名人名家报告会等载体，向学生

开展理论宣讲，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

制度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力度。学院以周点名、座谈会、主

题班会、党团组织生活等形式，组织学生深入学习领会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把握当前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根本要求，增强学生对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理论自信

和行动自觉。

2.加强“两课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求“两课”教师运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爱国主义最

新实践，重点从理论上讲清楚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本

质一致性，讲清楚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

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讲清楚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内在

联系，讲清楚爱国主义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创新军事理论课

教学，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日”，举办国防教育知识竞赛，

与部队营地探索建立学生军事营地育人长效机制，加强学生

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

（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紧

密结合，构建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机制。

1.开展爱国爱校教育。开展“践行核心价值观、聚力实

现中国梦、争做栋梁人才”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组织收看国

家公祭仪式，利用国庆节举办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图片展，增

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在大学生业余党校培训课堂

上开设“经典红歌赏析”专题，开展爱国主义影视作品展播

活动，举行烈士祭扫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



育。

组织新生参观“光辉岁月”校史展，邀请学校老红军、

老干部作革命传统专题报告。挖掘校训、校歌传递的价值内

涵和文化底蕴，开展“铭记校训、传唱校歌”教育活动。组

织大学生业余党校优秀学员开展“走进梁家河、踏寻红色路”

等校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晒家训，讲家风”征集及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学

生收看党家村“刻在青砖上的家训”节目，并赴“蔡王村”

“党家村”实地参观学习，感受传统家规家训所蕴涵的治家

教子、为人处世思想，大力弘扬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

智慧，传承良好家风。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终南文化书院开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编印《大学生经典名著导读

书目》，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开展“师生同读一本书”活动。

举办“博雅讲坛”“终南学术沙龙”和“礼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系列报告会。鼓励学生文学社团围绕“忠、孝、礼、

信”等方面创作传统文化经典故事剧本，编排舞台剧，举办

“传统文化演出季”活动。

强化基础文明道德教育。开展“创建文明课堂、创建文明

宿舍、创建文明餐厅、创建文明校园、争做文明大学生”精神

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加强文明礼仪教育，倡导传统礼仪规范，

在学生中推行尊师重教的课堂礼仪、互敬友善的宿舍礼仪、

谦恭节俭的餐厅礼仪，让每一个学生彰显知书达礼、阳光向

上的文明气质。

3.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在全体学生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增强各民族学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认同。开展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宣传

普及活动，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关心关爱民族学

生。开展“一名汉族学生与一名民族学生”手拉手心连心“结

对子”活动，评选“民族团结之星”，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

交流交融，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

4.选树学生先进典型。开展百名学生典型选树活动，选

树一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春楷模和先进集体，打

造“西电学子”品牌活动，以先进事迹报告会、青春故事分

享会等形式，宣传好人好事，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作用，让

学生学有榜样、比有参照，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

氛围。

（三）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爱国主义精神落实到具体实

践。

1.加强红色文化育人。举办“永远跟党走”爱国歌曲大

合唱活动。启动“艺术家西电行”活动，涵养大学精神，提

升大学生的艺术涵养和体验。加强大学生艺术团建设，唱响

高雅艺术主旋律，把《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交响合唱

音乐会打造成西电的文化品牌，每年在校内演出 2 场。定期

举办爱国主义主题交响音乐会，挖掘题材，创作并排演以国

家发展、民族振兴、科技进步及学校发展为背景的原创话剧。

充分挖掘校园里悬挂的爱国主义历史人物、杰出科学家

画像或雕塑的人物故事，让学生了解杰出人物背后的感人故

事，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在学校每个教室中

悬挂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加强国旗、国徽、国歌的

教育，每周举行庄严升国旗仪式。



2.发挥实践育人功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会调

查、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志愿公益服

务，推进学雷锋活动制度化、常态化，引导青年学生在服务

他人、奉献社会中升华对爱国主义精神的体验感受和认知理

解，增强社会责任感。

组织学生开展“我爱我的祖国”“永远跟党走”等主题

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以“历史的回眸”读史、明史为内容的

主题实践活动，挖掘我国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

素材，组织学生到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馆、纪念馆、

博物馆等地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在实践中传播爱国主义

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3.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以“星火杯”竞赛为龙头，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科研训练计划、创业工作坊，着

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设立“创客”活动月，实

现与“星火杯”有机衔接，相互促进；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金，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立具有西电特色的

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标准；积极探索成立具有西电特色的创新

创业学院，筹建“众创空间”。

4.强化网络思想教育。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

体，以专栏、专题报道等形式，搭建一批学生乐于参与的活

动平台，持续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

神。

（四）做好总结表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长效机制。

1.注重经验总结。各单位要认真总结主题教育活动的经

验和做法，在工作中要注意保存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

校将汇总素材，编写《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案例汇编》。



2.做好宣传表彰。学校将召开表彰大会对活动中涌现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并利用

多种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宣传活动中的典型经验和典型事

迹，发挥榜样育人的辐射和示范引领作用。

三、组织原则

1.坚持整体规划和分类实施相结合。教育活动要统筹规

划，科学设计，做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任务具体，措施

到位；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思想及成长规律，采取不同方法，

分层次、分步骤抓好抓实。

2.坚持实效性和长效性相结合。教育活动重在认知认同，

贵在知行统一，既要教育学生领会开展主题活动的意义目的，

又要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要善于总结活动开展中的好做法、

好经验，及时上升为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教育活动制

度化和常态化。

3.坚持传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要认真总结在长期实践

中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方法，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方法、

手段创新，善于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一批学生乐

于参与的活动平台，多开辟学生便于参与的渠道，增强教育

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4.坚持典型引领和普遍提升相结合。要加强教育活动的

评比、表彰，挖掘一批教育活动中的感人故事和先进人物。

通过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事迹短片等多种形式，使先

进典型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易于学生接受，用先进典型引

领全体学生成长成才。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学校成立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协同工作组，由分管学

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学生工作处、宣传部、武装部、后

勤处、后勤集团、选培办、人文学院、团委等部门负责人以

及各学院分管领导为成员，负责活动的组织领导、具体指导

和督促检查。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精心组织，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学院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

具体组织者、实施者和执行者，要深刻认识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的目的意义，成立学院教育活动工作小组，从学生个体的

需求和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整合资源，研究制定开展

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做到“工作有方案、活动有载体、学

习有榜样、发展有目标”。

（二）创新载体，注重实效

各学院要主动创新活动载体，善于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搭建一批学生乐于参与的活动平台，积极推进理念创

新，方法、手段创新，多开辟学生便于参与的渠道，增强教

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既要做到内容充实，也要做到形

式新颖，既要做到全面参与，也要突出典型示范。学生党员

干部要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模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形成党员干部引领带动，广大学生自觉践行的生动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