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

孙银光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通过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生存发展等根本利益的高

度关心和自觉维护而形成一套复杂的价值体系。然而，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反教育的倾

向。反思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研究者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反教育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

没有深刻揭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育的发生机制。它的发生机制是：学校传递给学生规整的知识，

通过刻意塑造的氛围培植情感，并以集体为中介训导行为以实现爱国主义教育。规整知识、培植情

感、训导行为并不是孤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配合以形成合力的作用。对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反教

育发生机制的廓清，有利于明晰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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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主要在中央的控制下发展，国家概念的灌输占

了很重要的地位。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爱国主

义教育更是在学校中大行其道，而手段之一就是过滤

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知识。通常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审

查文学作品。审查的目的是祛除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

响的内容，要为学生提供引导其行为的理想楷模。这

种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在语文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

显，致使很多文章都带有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色彩，如

《海燕》《荔枝蜜》《最后一课》《谁是最可爱的人》

等。二是操纵历史教学。苏格拉底认为，既然我们不

能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应当使它变得有

用”。这种削历史之足以适国家之履的做法一直延续

到今天。历史始终是构造国家神话和赢取民众爱国热

忱的工具。五千年辉煌历史和近代百年的历史变迁的

学习，可以让学生增加民族自豪感，进而生发出强烈

的爱国主义情感。三是净化音乐内容。音乐的教化作

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楚，好的音

乐具有洗涤心灵的作用。教育部门在音乐传递之前就

会对内容进行选择，让音乐可以起到正面引导的作

用。爱国主义教育正是通过对音乐内容的限制，实现

深入学生心灵的效果。如，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歌曲

《国旗，国旗真美丽》《热爱共产党》《共产儿童团

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

(二)建构知识

阿普尔认为，“学校不仅‘加工’人而且‘加

工’知识，它们增强并赋予与不平等的经济形式相关

联的特定类型的文化资源的合法化”[31。筛选准许进

人学校的知识只是提供一种线性的教化方式，并不能

保证让学生全方位地接受特定刺激。各种各样的知识

要想对学生起到合力的作用，进一步的手段是建构合

适的知识体系甚至是构造理想的文化环境，让学生置

身其中，受到筛选之后知识的熏染。学校作为社会文

化传递的重要渠道，对传统、对惯例往往具有巨大的

依附性，日日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必定也会受到影响。

这样，一直以来的制度惯例，作为集体行动的构成性

要素，往往会非常“习以为常”，因而能够轻易避开

人们的理性审视。川无意识的传递才能让关于爱国主

义的知识深深扎根在学生的心灵中，也会在悄无声息

间植入深刻的记忆。除了筛选之后的知识，还可以建

立服饰制度，如少先队的红领巾、少先队队服等；可

以建立班会制度，如定期在班级举行班会，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建立典章制度，如每逢周一早

晨的升国旗、唱国歌。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让教师主动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对处于强烈模仿阶段

的小学生。这样就可以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知识建构

体系，让学生时时刻刻处于爱国主义氛围之中，受到

浸染，以达到教育的效果。

(三)解读知识

“看看历史事件是如何弄成廉价的木偶戏，几个

牵线人被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导者。”嘲学校

会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已建构的知识进行利于自身的解

读。于是，根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同一历史事件

就可能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尤其当意识形态渗入到

学校之中的时候。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台湾叫

作“义和团之乱”，台湾版对它的看法较为负面，认

为它是怪力乱神、经常对外人滋事，故又称为“庚子

拳乱”；大陆则没有论及义和团的局限性，篇章集中

描述义和团的勇猛和无助。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

史叙事“并不显示，并不模仿⋯⋯(它的)功能也不

是去‘再现’，而是要去建构一种景观”16]。学校中的

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会对历史事件或者当代时事作出独

特的解读，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符合自

身利益知识的颂扬。对这部分知识的颂扬有利于塑造

国家正义光辉的形象，赢得广大群体的拥护和支持。

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主主动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等。二是

对损害自身利益知识的贬斥。对这部分知识的贬斥一

方面是为了祛除会对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

只留下正面的理想楷模；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在对比中

凸显自身的光辉形象，侧面论证自身利益的合理性。

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驱逐和史诗内容的净化也是基于同

样的原因。爱国主义教育对知识的独特解读，让知识

处于更加规整的状态，进而让学生领会到国家的正义

和权威，由此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认知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本意是向学生传授

关于爱国主义的知识，促进学生此方面认知的发展，

让学生对爱国主义拥有清醒的认识，进而自主自觉地

做出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然而，爱国主义教育的认

知性实践却通过筛选、建构、解读知识达到规整知识

的目的，将学生置于整齐划一的知识体系中“回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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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层层的选拔，一步步的锻造，让学生在被蒙

蔽的环境中形成错误的认知，最终塑造千人一面的机

械拥护者。在规整知识的情景中，学生很难获得发挥

独立个性的空间，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消失，逐渐成

为缄默的个体，而这样的教育实践完全偏离爱国主义

教育的初衷。

二、培植情感：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

实践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学生中制造出

一种愿意为保护国家而战斗甚至牺牲的心理。这种对

国家的忠诚，在现代国家中主要依靠建立一种情感的

依恋来实现。因此，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爱国主义

教育是不完整的，爱国主义需要进一步内化，到达情

感的层面。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实践中培植情感主

要利用群体的心理特点，先制造爱国主义氛围进行情

感熏染，并以榜样为中介对个体进行情感暗示，最后通

过将国家理想转化为个体理想以达到情感制控的目的。

(一)情感熏染

“在群体中，不管什么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

其程度完全可以让个人为了集体利益随时牺牲他的个

人利益。”肼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主要在群体中进行，

这是由群体的特点造成的。一是群体冲动急躁：乌斯

塔夫·勒庞认为，“群体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的影

响，而是脊髓神经⋯⋯群体不但冲动而且多变。和野

蛮人一样，很难理解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

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同时也没有承认这种障碍的打

算，因为数量上的优势使它感到自己不可抵抗”嘲。

这样的心理优势带来的是，群体中个体理性的湮灭、

约束的消失，让群体在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指挥

下，敢于将自己本能的情感欲望爆发出来。二是群体

目光短浅：相对于个体具有掌握反应行为和规划未来

的能力，群体对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几乎都是无能

为力的。个体的有意识行为将被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替

代，它只知道按照本能发泄自己的欲望，却极少考虑

后果。三是群体盲目轻信：一些谣言可以轻易在群体

中广泛传播的原因是，群体中的个体极端轻信。那种

个体具有的理性反思能力在群体中会很快消失，于

是，人们会被一点火花引燃内心的激情，让自己陷入

无理性的泥潭之中，法国大革命中激情的群体就是很

明显的例子。个体被教育去热爱和保护国家，虽然人

们正如被教育的那样去做了，可是他们只是处于那种

情感的氛围之下不由自主地做出行动，并不知道为什

么要这样做。由此可见，群体冲动急躁、目光短浅、盲

目轻信的缺陷，很容易被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所利

用，进而使爱国主义情感在群体氛围的熏染下发生偏离。

(二)情感暗示

情感暗示可以达到隐性牵引的效果，而为达到情

感暗示的目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主要通过有意

识地制造榜样来进行暗示。榜样在教育中的作用从来

都没有被低估，也经常被使用，各种学习标兵、先进

个人层出不穷，“抓典型”的工作方法也是对榜样的

迁移。良好的榜样的树立可以给学生造成正面的强烈

心理暗示，多次重复甚至能达到类似真理的效果。爱

国主义教育在实践中对榜样的利用，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首先，政府会通过对学科内容的审查和历

史教学的操纵，使学生接受的信息和国家的指令相一

致，以便塑造关于自身的光辉形象。苏格拉底也说

过，人们既然无法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便可以

按照需要选择并解释历史材料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其次，挑选或塑造出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

是牺牲生命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众多榜样。古斯塔夫·

勒庞在研究大众心理学时发现，“支配着大众的不是

论证，是榜样。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和其他人作对

并被无意识的群众所模仿”吲。那种不惜一切也要保

全国家利益的榜样，会给受众异常强烈的冲击，让群

体之中的个人“不假思索”地做出类似的行为。最

后，通过以上的事例加以暗示，让学生相信自己的国

家和统治者的光荣和公正，以及内隐其中的政权合法

性。这里面存在一个被混淆的逻辑：既然有如此多的

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奋不顾身，甚至是牺牲生命，那么

国家的利益确实是值得维护的，爱国肯定是正确无疑

的。其实，榜样只是个例，并不能说明普遍的价

值，但其中的情感暗示作用毋庸置疑。

(三)情感制控

情感制控一般通过树立共同理想来实现。理想之

所以可以起到情感制控的作用是因为它通过塑造美好

的愿景诱导人们，让人丧失理性地献身其中。约翰·

卡斯帕尔·施密特认为，国家通过植入思想和在心灵

中树立理想来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nm人们支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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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们被教育去爱这个国家，并把国家的理想内

化为个人的理想，这种个人无力摆脱的理想被施密特

称为“大脑中的轮子”。对于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学

生，理想被用来塑造他们的人格，逐渐形成“大脑中

的轮子”，使学生的情感受制于国家，不能理性独立

地思考。理想的诱导之所以可以被爱国主义教育在实

践中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混淆了可设想和可

能之间的界限：理想既然是可设想的，它就是可能

的，进而它就是应该的。n11这种界限的混淆导致学生

为自己应该成为的“理想”而牺牲了真实的自我，他

们并不拥有自我，而是被理想支配着。同时，理想是

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树立的，如“四有新人”“五讲

四美三热爱”等。这些并不服务于个人的欲求，甚至

当理想与个人的欲求发生冲突时还会压制个人的需

要。它给个人塑造一个美好的愿景，说那是我们共同

的目标，让我们牺牲暂时的利益以在将来获得丰厚的

回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试图通过统一纷乱的

个人意识，培养出愿意为保护国家和社会体制而献身

的公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在这样的社会

体制中，他们却过着盲目的生活。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其目的是让个体怀有对国家理性深刻

的情感，在某个激动人心的事件影响下，这种深刻的

情感会让无数孤立的个体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

进而形成统一的集体，为维护国家利益爆发出让人惊

异的力量。然而，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性实践培植的

却是一种专制型情感，试图通过情感的制控达到控制

个人的目的。它把学生当成无生命的客体，也间接培

养学生将他人定位为“我与他”的陌生关系，而不是

“我与你”的情感交互关系。这样带来的恶果是：共同

维护权威政府时迸发激情，而相互之间却陌生冷漠。

三、训导行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性

实践

爱国主义教育只有落实到行为层面才算完成，而

爱国主义行为也会反过来深化爱国主义认识和强化爱

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行为应该是人们在正确认识爱

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下，发自内

心地自觉做出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爱国主义教育的

行为性实践却通过在集体中训导爱国主义行为，湮灭

个体意识，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

(一)集体行为驯化

“教育工作的深远意义⋯⋯在于挑选和培养人们

需要的人⋯⋯从道德角度讲，对集体主义的需要便是

一种正当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与他的集体相

连，要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奋斗的信念，带着对社会的

责任感活着。”n2，马卡连柯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是教育学生学会生活在集体公社之中，给每个学生都

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从而使他们成为集体的一个组

成部分。将个体作为集体的一个部件，从而塑造一个

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性实践

主要也是通过集体主义教育进行，如班集体意识的强

化。教师对学生不良品性的评价也建基于“没有一点

集体荣誉感”。并且，集体通过约束个体意识来建

立。集体将个体淹没，个体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一个

不太重要的零件，于是，个体的需求、愿望也就被忽

视。斯大林说过：“像园丁培育果树一样，应当小心

谨慎地培育人民。”㈣教师要像“园丁”一样给学生

“浇水”“松土”，甚至修剪不和谐的“枝节”，并让

个体时刻处在“果园”之中，湮灭个体意识，规范个

体行为。高中、大学的入学军训，通过方阵队列和正

步齐走训练，就是强化个人处于集体之中的意识，构

成整体，相互制约，归根结底是对个体行为的规训、

集体意识的强化。

(二)从众行为扬升

个体一直处于集体的氛围之中，很快就会丧失自

主意识、理性思维，结果不是妥协于权威，就是屈从

于群体。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持有这样的观点，人民意志的真实意蕴要么是多数人

的意志，要么是群体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多

数人的意志究其本身不过是最有权力者的意志。因

此，集体中的从众行为实质上是跟随权力者的脚步。

我们还知道，“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重复，重复地

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因

此，和过去一样，教育体系负有传递传统价值的职

责，这是正常的事”㈣。一直被重复的说法会逐渐进

入我们无意识的深层区域，而那里正是我们行为动机

形成的地方。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人们不会记得，

也不会关心那个不断重复主张的人是谁，我们最终会

深信不疑。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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