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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大学生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

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的“如何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这个问题，深刻揭示了广泛深入地进行“三个主义”教育，是引导大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的根本途径。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深入  

  内容不断丰富。针对大学生思想实际，深入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深入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以

及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极大地丰富了“三个主义”的教育

内容。  

  方式不断创新。充分运用蕴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中的教育教学资源，运用升国旗唱国

歌、申奥迎奥、抗击非典等重大活动和事件，运用“五四”、“七一”、“十一”、“一二九”等重要节日，运

用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历史遗迹等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使大学生直观感受和深刻领悟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国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积极组织开展“三下乡”、志愿者、爱心公益

等多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真情感受和深刻体会国家的关怀、集体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修订完善大学生行为准则，引导大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把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融入到学习生活之中。  

  大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观念不断增强。广大学生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进一步确立，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

一步弘扬，国家利益至上意识、在集体中求发展意识、诚信受益意识、在创业中实现人生理想意识更

加强烈，参加社会实践、争当志愿者、投身公益事业热情更加高涨，勤奋学习、立志成才行为更加自

觉。  

  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1.改进教育内容，促进理论思考和实践感受，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认识。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既在书本里，又在实践中，所以，加强“三个主义”教育，既要促进大学

生的理论思考，又要丰富大学生的实践感受。  

  改进教育内容，就是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统一起来，把民族精神教育与时代

精神教育统一起来，把成才教育与振兴中华教育统一起来。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我国丰厚的理论资

源、历史资源、现实资源，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理论和实践教育活

动，着力帮助学生认清四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政治信念、政治立

 



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爱国是无条件的，是大学生应具有的最起码的政治态度和责任。其二，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其三，在“当代

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

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2.拓展教育载体，促进氛围形成和情操陶冶，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广泛深入进行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需要有效载体。要用好的教育载体营造好的教育氛围，用好的教育氛围

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在拓展课堂载体的同时，着力拓展活动载体，大力引导校内的政治、学术、

文艺、社会实践等活动，使之充分承载“三个主义”教育的内涵；着力拓展社团载体，大力扶持由学生

按个人兴趣自愿组织和参加的理论、科技、公益等各种社团，使之成为大学生自我进行“三个主义”教

育的重要阵地；着力拓展媒介载体，大力运用学校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学校出版社的出版物

以及校园网等传播媒体，使之积极传播“三个主义”精神；着力拓展标识载体，大力发掘学校历史和现

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标、事标、物标、声标，使之充分发挥“三个主义”教育的功能；着力拓展环境

载体，大力建设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为开展“三个主义”教育提供良好氛围。  

  上述各种载体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精心设计，长期建设，形成特色，

在载体中融入“三个主义”的共同价值目标，体现其基本思想内涵，使其成为大学生坚定信念、追求理

想的平台，涵养德性、启发智慧的平台，追求真善美、贬抑假恶丑的平台，让大学生在各种载体的活

动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3.优化教育过程，促进晓事明理和励志导行,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优化教育过程，就是按

照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知、情、意、行统一的规律，在授业施教的过程中，晓之以事、明之以理、动

之以情、励之以志、导之以行，引导大学生把理性认识转化为爱祖国、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实际行

动。  

  晓事明理，引导大学生通晓事实、探求真理。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国悠久灿烂的

历史和近代的光荣革命传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用事实阐明真相，用理论揭

示本质，使大学生从真实可信的事实中受到教育、从论证彻底的理论中受到启迪，从而正确认识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励志导行，引导大学生把内在的思想认识外化为志向行动。大学阶段不仅是求知的阶段，也是立

志的阶段。应引导大学生明确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发展方向，把自己的成长成才和祖国的强盛、人民的

富裕、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统一起来，自觉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志，把报国之志变为利国之举，努

力做到知行统一，德才并进，“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美好的人生。（执笔：柯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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