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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从兴起至今已经走

过了十余个年头,其在引进整合国外先进

的教育模式等诸多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

用,该模式下的学生也有其自身特点。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探索科学可行的

爱国主义教育途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1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特点
1 . 1 家庭条件普遍较好,但学习及生活自律

性较差

大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但其中许多家庭对孩子的

教育方式相对较为松散,由于家长忙于事

业而疏忽了对孩子的管理和培养。导致部

分学生缺乏艰苦奋斗和刻苦学习的精神,

组织纪律性、学习自主性以及生活自理能

力较差,欠缺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在学习和生活中存在作风散漫、对自己要

求不高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的

效果和生活的规律性。

1 . 2 思想活跃,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良好的家庭条件和与西方文化较多的

接触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见多识

广、兴趣广泛、思想活跃,乐于参加校内外的

各项活动,也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价

值观。这些学生即使是在国内学习期间,其

专业课程和语言课程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

外籍教师授课,外教将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

和价值观念带到日常授课之中,使得学生们

比较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1 . 3 对政治理论及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积

极性不高

部分学生缺乏政治敏感性及理论素养,

对政治理论及相关知识的学习缺乏主动性

和积极性,认为政治理论枯燥乏味,爱国主

义等教育就是“唱高调”和“简单说教”,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抵触和逆反心理。随着网

络的普及,各种信息大量涌入,尤其是西方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得部分学生忽视

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及美德的学习和研究。

2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的必要性

2.1 从心理上,学生对国外生活充满憧憬,甚

至出现“崇洋”心理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中,有相当

一部分目标十分明确,选择合作办学模式

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该平台实现出国留学

甚至最终定居国外的梦想。这部分学生由

于父母观念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于国外

的生活充满憧憬之情,有的甚至出现“崇

洋”心理,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自己国家

强,缺乏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决心。

2.2 从接触层面上,学生接触外教以及国外

文化的机会较多

由于教育模式的特点,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的学生会有很多机会与外教接触,也

对国外文化比较关注。国外一些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相符的精神层面内容也

会随之而来,学生在接触到西方这些意识

形态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迷茫,这

就更加需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深其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爱国热情。

2.3 从未来选择上,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出国

留学, 更需增强民族自尊及自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中有相当一

部分会选择“2+2”、“3+1”或“4+0”等方式

出国学习,出国之后学生会面对完全不同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在国内期间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历

史和灿烂文化,了解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增强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使他们更加积极而充满信心

的迎接国外的学习生活。

3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的途径

3 . 1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

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各高校均为必修

课,无疑应当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

要使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环节的教学目标

和内化过程更加明确化和精细化,就要更

新传统观念,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不

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挖掘

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真正引发大学生

学习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从内心深处

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荣誉感。

3 . 2 有效利用校园文化的感染作用

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应有效利用校园文化的感染作用,通过

举行爱国主义题材的演讲比赛、歌咏比赛、

征文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等,结合合作

办学模式的特点,通过多种方式使学生了

解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客观对待中西

方文化的差异。爱国主义教育与校园文化

相结合,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祖国的

灿烂文化内化到学生的思维之中,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

3. 3 积极抢占网络宣传阵地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网络在大

学生中几乎实现了全覆盖,利用网络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学生喜闻

乐见的崭新形式和渠道。与此同时,西方发

达国家从未放弃利用网络进行和平演变。

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住网络的舆论导向,利

用和占领网络这个新阵地,把网络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平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力补

充,通过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网站、鼓励学

生自己拍摄和制作爱国主义题材的微电影

等多种方式,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摆脱传统

的沉闷模式,真正深入学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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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引入。该模式下的学生接触国外意识形态的机会更多,使得爱
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更加凸显。该文通过分析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的特点,明确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该模式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终
探索出适合该模式采用的爱国主义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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