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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能够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受到重视 , 就是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能够促进

民族国家及个体发展的强大功能 ,而这些功能的产生则取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构。爱国主义教育结构包括层次

结构 、内容结构和过程结构等三个方面。对爱国主义教育结构进行综合考察 , 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立体透视 ,能够

更好地揭示并彰显其功能。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层次结构;内容结构;过程结构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0448(2005)05 - 0137 -06

　　爱国主义教育 ,就是指一定社会的教育者 ,通过

一定的教育内容 、方法和手段 ,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

的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 ,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 ,增强

人们的爱国意识 ,引导人们开展爱国行动的一种实

践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基础的思想政治教

育 ,也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之一。因此 ,爱国

主义教育不能不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 ,体

现其一般的功能 。

然而 ,由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以爱国主义为

具体内容的特定教育 ,其结构和功能有着其自身的

特殊性 。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成为与国俱存的历史

现象 ,受到不同时代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重视 ,就是由

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对民族国家及个体的发展具有

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这些功能的产生正是由于爱国

主义教育独特的结构决定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 ,往往只是涉及对爱国主义结

构的探讨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的很少见到 ,特别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 ,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构进行研究 ,离不开对爱国

主义结构研究的借鉴 。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种

特定教育 ,还必须体现其教育的规律性。对爱国主

义教育的结构进行分析 ,需要从其内涵生成的层次

结构 、内容结构及过程结构等三个方面来进行 。

　　一　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生成的层次
结构

　　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生成的层次结构 ,就是

指爱国主义教育遵循其内涵生成发展的规律所体现

出来的层次性 。爱国主义教育是包含从爱故乡 、爱

亲人到爱集体 、爱人民再到爱民族 、爱传统直至爱国

家 、爱制度的教育 ,这不但体现了人们的爱国情感生

成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形成

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而它是一个多层面 、从低级到高

级依次递进的立体结构 。

首先 ,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人们进行爱故乡 、爱亲

人的教育

故乡是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也指祖先生

活或安息的地方。一个人生长在自己的故乡 ,这里

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留下了自己成长的痕迹。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
[ 1]

(167页)因此 ,人具有

自然属性的一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 ,

人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 ,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

远不能割断同自然的联系 。不仅如此 ,人又依赖于

自然 。人类从自然中输入物质 、能量和信息 ,经过加

工 、处理和转化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 ,人类也向

自然界输出物质 、能量和信息 ,影响和改变着自然

界。人们长期浸透在故乡的自然环境之中 ,并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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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山水融为一体 ,就不能不对这片土地产生深厚

的感情 ,这是由人的精神属性决定的。人们对故乡

的爱是与对亲人的爱联系在一起的。父母作为养育

者 、教育者 ,在儿女心目中的位置是其他任何人所无

法替代的。加上人们与家庭其他亲人所维系的亲

情 ,构成人们的情感世界中最深沉的层面 。人们之

所以对亲人具有这种特殊感情 ,主要还是取决于人

们的自然属性。人从动物进化而来 ,属于一种特殊

的高级动物 ,但人仍具有动物的某些本能和特性 。

动物是靠种群关系来维系自己生存的 。而人则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 ,正如恩格

斯所指出的:“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

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因此 ,我们不能

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

义 。”
[ 2]

(25页)虽然在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亲

属关系不再起决定作用 ,但这种关系仍然是人的社

会关系扩展的起点 。在故乡 ,人们不但与家庭亲人

交往 ,也与乡亲交往。因此 ,不但有亲情维系 ,而且

还有与父老乡亲之间的亲切感情维系 。随着人们交

往范围的扩大和对社会事务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 ,

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情感便放大为对祖国和人民的

热爱之情。

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就要基于人们所具有的自然

属性 、社会属性以及精神属性 ,引导人们热爱自己的

故乡和亲人 ,培养人们浓厚的乡情和亲情 。如果一

个人对自己的故乡和亲人都没有感情 ,就很难产生

更高层次的人民情 、民族情 、祖国情;相反 ,如果一个

人具有深厚的乡情和亲情 ,即使没有在自己的故乡

甚至祖国生活过 ,由于归属感的需要 ,也会对故乡产

生特殊的感情 ,并且由此引发对祖国的热爱 、眷恋

之情。

其次 ,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人们进行爱集体 、爱人

民的教育

集体就是遵照一定的规则 ,为着一定的目标而

活动的人群 。集体相对个人而言 ,但不是个人的简

单集合 。人需要集体 ,离不开集体进行生产生活 ,这

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 ,也

只有经过教育 、学习及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和社会

作用才具有社会性 , 并非生下来就是真正的人 。

“只有在社会中 ,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

的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 1]

(122

页)因此 ,人不但只有在社会中存在 ,而且 ,只有在社

会中才能发展。人是在分工合作和相互交往中取长

补短来获得自身发展的。由此得出 ,人具有群体性 、

合作性等属性 。这是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 ,任何个人

都不能孤立地面对自然 ,人始终生活在群体之中作

为群体的成员而和自然相对立 ,而这种群体正是由

人的合作及其关系形成的。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

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
[ 3]
然而 ,这种合

作的群体却不是偶然的。人的社会性无不是现实

的 、具体的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归属

或依附 ,或归属于某个民族 、文化社区 、家庭 ,或归属

于某个阶级 、政党 、职业阶层。总之 ,人总是归属于

某个群体的存在。

个人需要集体 ,是为了更好地生产和生活 ,更好

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同样 ,

集体也离不开个人 ,因为集体利益终归要由无数个

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来体现 。然而 ,集体利益并不

等于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体

现的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

在 ,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但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

包括一切个别事物。因此 ,集体与个人之间也存在

着矛盾。

在阶级社会里 ,人民作为一种政治范畴 ,最广泛

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人民是相对于阶级敌人而存

在的概念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民这个概念

的涵义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人民作为一

种集体 ,体现了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由于

不同阶级的经济 、政治诉求各异 ,因此 ,各阶级集团

的利益便各不相同 。只有处于同一个阶级和政治集

团中的人 ,才会有共同的利益 。当然 ,人民内部也存

在着矛盾 ,只是解决的手段和方法与敌我矛盾不同

而已 。

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教育人们热爱集体和人民 ,

认识到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 ,并自觉地维护集体和人民的利益 。只有这样 ,

才能促进集体 、国家的利益 ,并最终实现个人自己的

利益 。

再次 ,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人们进行爱民族 、爱传

统的教育

人具有归属性这一特点决定 ,每个人都是归属

于某个民族的存在。民族所具有的共同语言 、共同

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

心理素质等四个特征 ,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归因于某

个特定的民族 。一个人出生在某一特定地域 ,就与

这里的一切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与亲人和乡亲的交

往中 ,逐渐习得了自己的语言。在日常的生产生活

的实践中 ,逐渐锤炼出某种特定的心理素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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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促进了人们的日常交往 ,

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素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交往 。

因此 ,人们对于民族具有天然的情感 。当然 ,这种情

感大多还只是一种朴素的亲情和乡情的放大。

民族与国家 、政党 、社团等组织所不同的是 ,后

者是需要依靠一定的组织目标 、组织手段 、组织规范

等所构成的群体 ,而前者是靠本民族成员对该民族

的历史 、现状 、特点和风俗的理解 ,也就是基于对该

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和生活

方式的接受 ,在心理上和思想上产生认同 ,从而达到

对该民族的自觉归属 。因而 ,民族是一种自然形成

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 ,靠的

正是民族凝聚力 。而民族凝聚力的产生靠的则是民

族传统和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既包括民族风俗和习

惯 ,也包括民族语言和文字 ,还包括建立在民族共同

心理之上的指导民族发展进步的思想理论 。民族文

化包含民族传统 ,然而 ,民族文化又需要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 ,无论如何 ,民族文化

的发展不能丢弃民族传统 ,否则就会失去了民族的

特性。

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在教育人们在爱故乡 、爱

亲人和爱集体 、爱人民的基础上 ,进一步热爱自己的

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爱民族是爱国主义教育结构中

的核心层面 ,因为爱民族就是爱同胞 ,民族骨肉同胞

就是构成国家最基本要素的国民 ,也就是人民;爱民

族就是爱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 ,因为民族与民族文

化传统是融为一体的 ,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就不成

其为民族 ,而建立于其上的国家也就失去了根基;爱

民族就是关心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这也就是对祖

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注 。

最后 ,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人们进行爱祖国 、爱制

度的教育

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概

念 。国家需要依赖民族的社会性为其提供稳固的内

在基础 ,而民族则需要国家的制度及设施为其生存

发展提供外部条件 。一个民族离开了国家 ,要进行

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是不可想像的 。从

古代直至现代社会的人类历史证明 ,一个民族的生

存发展与国家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国家朝气

蓬勃 、兴旺发达 ,这个民族才能发展壮大 ,充满生气 。

如果某个民族亡了国 ,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屏障 ,或虽

存在也会处境艰难 ,多灾多难 ,更谈不上民族的前

途 。所以 ,民族的发展要以国家为载体和依托 。正

因为民族的发展要通过国家来实现 ,从而维护本民

族生存发展的意识必然发展到维护国家生存发展的

爱国意识 ,而且这种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这是因为 ,

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国

家的利益高于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只有首先维护

好国家的利益 ,才能最终维护和实现集体和个人的

利益 。

国家之于民族 、人民的重要性是通过其特有的

功能来表现的 。国家除了其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本质

属性之外 ,还有管理职能 。一般说来 ,国家具有对内

和对外职能 ,即对内进行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

项建设 ,维护社会稳定等职能;对外抵御外来侵略 ,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职能。当然 ,这种职

能随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形

势的变化 ,会发生相应的转变 。如在战争时期 ,维护

国家的主权 、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就成为了国家面

临的首要任务;在和平与发展时期 ,经济建设便成为

了中心工作;而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时期 ,经济

建设及国家安全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

就需要国家对自己的职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适应

经济全球化发展 ,最大限度地促进和维护国家和民

族的利益 。

国家依靠制度来维护和促进民族的发展 ,民族

则以凝聚力等 “软实力 ”来支持和推动民族国家的

发展 。国家制度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并夺取政权

的阶级依靠法律确立其政治领导和政治统治权 ,并

体现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关系的行动准则及体系。它

支配着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 ,是制定其他各项制度

的根据和出发点。国家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国家制度包括有关国体和政体等制度;狭义的

国家制度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 ,即国体。 “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

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

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

应的现实基础。”
[ 4]
因此 ,当一个国家政权及其制度

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民族进步方向的时候 ,人民就

积极支持这个制度 ,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国家的

各项事业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相反 ,当一个国

家的统治集团倒行逆施 ,违背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时候 ,人民就代表民族的利益起来投身于社会

变革的洪流之中 ,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这也是爱

国主义的体现 。当然 ,统治阶级总是希望人们普遍

具有爱国主义精神 ,这是维护国家制度和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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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因此 ,历史

上就产生了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非科学的爱国主

义教育之分;另外 ,人们总是具有天然的爱国情感 ,

然而 ,到底什么样的国家及其制度才真正值得去爱 ,

现实中就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之别 。这就需

要对人民科学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把人们的爱国

热情引导到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上来 ,使人

们积极主动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并发自内心地认同

和拥护自己国家的制度。当代我国的爱国主义教

育 ,就是要引导人们把爱国热情与热爱社会主义制

度科学地结合起来。

　　二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结构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 1994年颁行的《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分八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这

些规范主要是根据知识的类别进行划分的。实际

上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集情感激励教育 、道德责任

教育和政治目标教育为一体的 、对人的情感及思想

意识进行综合影响的活动。因此 ,其结构就是指这

些内容的组合和搭配 。

首先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情感激励教育

情感激励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构中的基

础环节 ,因为爱国主义首先是一种天然情感 ,而且它

往往还是推动人们爱国行为产生的催化剂 。

爱国主义作为人们对自己祖国无限热爱的一种

深厚情感 ,并不是人类社会生来就有的 ,它是在人类

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 、并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

中巩固起来的。作为情感的爱国主义可以追溯到国

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那时 ,人民按照血缘关系

组成氏族 、部落 、部落联盟等稳定的集体生活 ,因为

那时的亲属关系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

用 。他们共同劳动 ,又共同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 。

世代在这种条件下休养生息的原始人群 ,十分自然

地对于自己定居地域的山川湖泊和氏族公社集体产

生一种眷恋之情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成员和荣

誉 ,每个部落成员都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实际

上就是爱国主义的萌芽。然而 ,爱国主义是随着国

家和民族的产生而逐步形成的。 “国家和旧的氏族

组织不同的地方 ,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

国民。 ……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

国家共有的 。”
[ 2]

(170— 171页 )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

工具 ,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统治阶级的

爱国主义就是让人们去爱他们所统治的国家 ,同时

也通过教育 ,让人们热爱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 、指导

思想 、历史文化 、语言文字等 ,以作为巩固其统治的

手段 。而广大人民由于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固定疆域

内繁衍生息 ,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 ,受着民族文化 、

传统 、习惯的熏陶 ,他们把自己和后代的生存 、发展

与生活的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产生一种深厚的

眷恋 、热爱之情 。即使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 ,尽管

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 ,但总是

把这一固定疆域视作自己的祖国 ,从而珍藏并延续

着这份爱国主义情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爱国

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

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 5]
因此 ,爱国主义教育首先

就是为了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不断

强化人们对祖国的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并使这

种情感上升为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 ,最后转化为报

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

其次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道德责任教育

道德是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 ,以善恶 、美丑作为

评价标准 ,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 、传统习惯和社会舆

论所维系的一种社会现象。爱国主义作为调整个人

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 ,是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中 ,从各民族人民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环境

中产生的 。随着阶级的出现 、民族国家的产生 ,原来

在氏族内部以道德形式出现的爱国主义萌芽 ,便十

分自然地转变为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 ,虽然劳

动人民所说的祖国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说

的 “祖国 ”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剥削阶级总是利用

劳动人民的爱国热情去为巩固他们控制的国家政权

服务 。当剥削阶级的统治一旦因劳动人民的反抗而

受到威胁时 ,为了维护其统治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和

集团便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等

其他原因 ,在一般公民中也会出现为了个人私利而

损害甚至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于是 ,爱国与

卖国 、兴国与辱国 、报国与祸国 、强国与乱国 、救国与

叛国等道德观念便出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出于热爱

祖国的深厚情感 ,把报国 、兴国 、强国 、救国看作爱国

主义的高尚道德和美德 ,而把与之对立的东西视为

对祖国和民族的侮辱和丑恶行为 。经过世世代代的

沿袭和流传 ,爱国主义便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认同

的道德规范 。今天 ,我们在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中把 “爱国 ”当作首要的道德规范 ,要求全社会

加以遵循 ,就是要求人们把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把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看

作应尽的道德义务 ,把坚守民族气节 、维护祖国尊严

作为重要责任 。而对于那些为了个人一己之私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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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国家民族利益 、乃至丧失人格的思想及行为进

行自觉的决裂 ,努力维护好 “国格 ”,并最终维护好

自己的人格 。

最后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政治目标教育

情感或道德与政治均属于不同的概念 ,但它们

之间又相互联系 。一方面 ,在阶级社会里 ,爱国主义

教育无论作为情感激励教育还是道德责任教育 ,都

受到不同阶级政治的影响和制约 ,反映着不同阶级

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 ,它们又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

治服务的 ,不但要求人民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认

同 ,而且还要为其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因此 ,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 ,人们从来不仅作为情感激励 、道

德责任去认识和对待 ,而且也作为政治原则去认识

和把握 。作为体现重要政治原则的爱国主义教育 ,

主要表现有:第一 ,阶级性原则 。阶级性是爱国主义

教育最本质的属性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成为

体现重要政治原则的根源和基础。不同阶级的爱国

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目的不同 ,因而决定其内容也各

不相同 ,甚至决定其采取的手段方式的不同。第二 ,

民族利益为重的原则 。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

教育人们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间的关

系 。当国家遭到外敌入侵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时 ,尽管国内各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都应以民

族利益为重 ,放弃或者缓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

一致对外。二是教育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民族之间

的关系 。当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到排挤 、诬陷 、打

击等身处逆境时 ,应不记个人恩怨得失 ,以民族利益

为重 ,甚至为祖国人民献身 。第三 ,祖国主权神圣不

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爱国主义教育最重要的

政治原则。既然国家主权是国家对内和对外独立自

主 、至高无上的权力 ,因此 ,每个国家都把坚决维护

主权作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把祖国主权受

到侵犯 、在对外交往中遭到不平等对待视为民族的

耻辱和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是否维护祖国主权不

受侵犯 ,也是区分和判断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爱国还

是卖国甚至叛国的重要政治标准。正如江泽民同志

所指出的:“爱国主义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

爱国与否是最大的政治分野。”
[ 6]
当前经济全球化

发展使得民族利益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传统国家主权观更是受到巨大的挑战 ,因而维护国

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概念和手段也就应该作出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的转换 。

通过以上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结构进行剖析

就不难看出 ,情感激励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 ,

道德责任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政治目标教

育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 。三者相互作用和相互

促进 ,共同构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结构的有机

整体 。

　　三　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结构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结构进行分析 ,不能

不提到庞士让教授等在《爱国主义教育学研究》一

书中的成果。该书把爱国主义的内涵表述为:“爱

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情感上 、意识上 、行为上

的热爱及其实践;其中情感是基础 ,意识是内核 ,行

为是外在表现 。”
[ 7]

(19页)而且 ,该书还把爱国主义

的结构划分为外在层次 (包括民族自尊心 、民族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内在层次 (包括义务 、责任)和

观念层次 (包括道德规范 、政治原则 ),并将该三个

层次分别对应于群体 、个体和理性教育
[ 7]

(27页 )。

笔者认为 ,不管这里对爱国主义结构的分析是否科

学准确 ,但这个分析对认识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结

构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因为 ,爱国主义教育就是

基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内核来开展的 ,只是爱国主

义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 ,因而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结构 。

爱国主义教育包含三个递进发展并相互作用的

过程结构层面 ,即激发爱国情感层面 、培养爱国主义

思想意识层面和引导爱国行为层面。激发人们的爱

国情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环节。从心理学角度

看 ,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从启发人们的爱国认知 、到激

发人们的爱国情感 、再到引导人们的爱国行为这样

一种过程 。

首先 ,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 ,激发人们的爱国

情感处于中介的核心地位

只有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 ,才能更好地培养人

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 ,也才能更好地引导人们的

爱国行为 ,这是由于爱国情感具有调节 、控制 、放大 、

感染 、选择 、评价等功能决定的。因此 ,爱国情感对

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和引导人们的爱国

行为具有重大作用 。

其次 ,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中心环节

人们的爱国情感往往需要升华为理性的爱国主

义思想意识 ,才能产生积极 、自觉的爱国行为 。缺乏

理性的爱国主义有时非但不能救国 、兴国 、富国 ,反

过来可能误国 。只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才有

可能产生科学的爱国主义 ,才可能进一步激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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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人们的爱国情感 ,才可能正确引导人们的爱国

行为 ,才可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

益 。

再次 ,引导人们的爱国行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

结果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环节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并将其转化为爱国

行为 ,从而促进祖国的进步发展。引导人们的爱国

行为可以从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出发 ,更需要从培

养人们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着手;反过来 ,直接

引导人们的爱国行为也会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爱国情

感 ,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

总之 ,爱国主义教育的三个过程层面是一个相

互联系 、又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其结构可以用循

环图表示如下:

图 1　结构循环图

事实上 ,在人们日常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 ,不

会仅仅局限于从某个特定的层面来开展 ,而是根据

受教育者的实际状况来选择教育路径 。比如 ,少年

儿童主要适用于爱国情感激励的途径来进行教育 ,

而成年人则主要着重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意

识等路径来进行 ,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引导人们

的爱国实践。而直接选择实践活动来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则是把爱国主义教育直接见诸行动 ,在实践中

得到教育和启发 ,以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及

思想意识 ,并推动更多更丰富的爱国主义实践的开

展;换个角度也就是说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可以采

取多端入口的方式来进行 ,关键是要有的放矢 ,注重

实效 。由于爱国情感 、爱国主义思想意识以及爱国

行为各端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高度关联性 ,因而

同时在各端即各个层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则必将

收到更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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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trio tism educa tion is a lw ay s valued in any countries under any sy stems, just because it has gre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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