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思想理论教育 2020.10
思想教育研究

爱国主义情怀的本质要义、核心内容和价值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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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国主义情怀是积淀在主体内心的由多种要素综合而成的情感价值体系，蕴含着主

体对于祖国的心理感怀、价值关怀和担当胸怀。爱国主义情怀内容丰富，其中对象要素、情

感体验、发展层次和行为指向是构成其内容体系的基本维度，这些维度动态交叉、彼此关

联、融为一体，共同生成爱国主义情怀朴实、深沉、执着、笃行的价值品性。深入探析爱国

主义情怀的要义、内容和品性，对于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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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情感资源，

是中国人民构筑民族大厦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情怀的培育，明确提出“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1]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2]	等重

要论断，指明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要求和

价值遵循。“爱国主义情怀”蕴含思想深度、情感

温度和境界高度，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凝聚力，

对夯实思想根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团结伟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深远的意

义。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既需要认识爱国主义情怀

的本质要义，也需要阐明其核心内容与价值品性。

一、爱国主义情怀的本质要义

爱国主义情怀与爱国、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精

神既互相联系，又存在着一定差异。爱国主义情怀

凸显了爱国主义的情怀维度，是在立足共性的基础

上从情感价值层面对爱国主义本质属性作出的进一

步阐释和论述。情怀一词，释义为“含有某种感情

的心境”。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情怀是指

人们对祖国忠诚、维护与热爱的心理境况。在新时

代语境中，爱国主义情怀意指积淀在主体内心的由

多种要素综合而成的情感价值体系，体现的是个体

对于祖国的一种心理感怀、价值关怀和担当胸怀。

1. 爱国主义情怀是对祖国的一种心理感怀。情

怀，是主体触物生情、有感于怀，由此生成的情绪

体验、情感倾向和心理境况。爱国主义情怀凝结着

人们对祖国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国家象征等方面

的心理积淀，体现为对祖国的一种心理上的崇敬、

依恋和情感上的认同、归属。这种对祖国的心理感

怀是爱国最基础的情感反应，主要依赖于主体自身

的内心需要和内在感受，是孕育爱国主义情怀的感

性基础。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国度里，从幼年起就开

始接受祖国江河大地的养育、历史文化的滋养、风

俗习惯的影响，对祖国的物质资源、民族语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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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礼仪、文化传统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当人们

深切感受到个人与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体认到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安全、保护和关怀时，就

会与国家建立一种深情的联系，形成一种真挚而稳

固的心理情感。这种心理情感，表现为对祖国锦绣

河山、灿烂文化、人民同胞、辉煌历史的赞美、自

豪与尊崇，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等言行的否

定、憎恨和愤怒，以及由此演绎的愿意为祖国的生

存发展、繁荣富强奋力拼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与

损害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与事作斗争的献身精神。

这种心理情感，往往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塑造着

人们的思想认识，支配着人们的情感生活，在关键

时刻能激发人们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人

们凝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成为维系民族和国家

生存与发展的情感资源和精神力量。

2. 爱国主义情怀是对祖国的一种价值关怀。情

怀，不仅仅是一种直接感受和情绪体验，还蕴含着

主体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爱国主义情

怀的本质体现为对国家的价值观念、利益主张、发

展要求的认同、维护和践行。国家是人们出于共同

的发展需要凝聚而成的价值共同体，承载着全体社

会成员的目标追求，汇聚了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

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必然以维护祖国的利

益为价值导向，以实现祖国繁荣富强为价值目标，

做出符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行为选择，体现出崇高

的国家使命意识和价值观境界。在当代中国，爱国

就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追

求，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祖

国完整和民族团结。同时，还要清楚认识我国在国

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坚持立足国内又面向世

界，既讲民族情怀又讲人类关怀。因此，要把对自

身的民族关怀和对国际社会的世界关怀结合起来，

“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尊重各国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

的发展道路”，	[3]	在构建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国际

秩序中增强国家发展的生机活力。

3. 爱国主义情怀是对祖国的一种担当胸怀。爱

国，不能停留于思想层面，而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把炽热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爱国报国的担当行为。唯

有履行使命担当，爱国才不是一句空话。因此，爱

国主义情怀不仅要内化于心，还要外化于行。这就

要求每个个体，一方面，要着眼历史和现实发展需

求，正确认识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自觉将

个人的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自己的远

大抱负、豪情壮志、奋斗目标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

密结合，始终坚定理想、心有大我、不畏挫折、迎

难而上，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肩负起时代的重

任、人民的期盼；另一方面，要强化担当意识、提

升担当能力。担当不仅是一种品质，还是一种能

力。一个人担当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其自身能力素

养，要做到真担当、善担当、能担当，就要加强自

身修养，在学习生活中学知识、长才干、增本领，

在实践锻炼中丰富认知、开拓视野，在社会服务中

提升技能、砥砺意志。

爱国主义情怀深刻地体现了主体对祖国的心理

感怀、价值关怀和担当胸怀，展现为由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组成的综合体。这一爱国话语具有丰

富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

从主体心理发展和内在感受来揭示爱国主义的本质

属性，增进爱国主义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凝聚

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将爱国主义作为个体内在

情怀加以考量，实现客观要求和个体行为的有机统

一。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性情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需要我们珍惜、珍爱和积淀、激发、升华。

二、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内容

剖析爱国主义情怀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厘清爱

国主义情怀的本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爱国主

义情怀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机制，探析爱国主义情

怀的厚植机理和培育路径。基于爱国主义情怀的本

质规定，爱国主义情怀的内容展现为四个维度系统。

1. 从对象要素看，爱国主义情怀是对祖国的国

土、人民、文化和国家的深情热爱。爱国主义情怀

有特定的对象，指向国家的一切要素。列宁指出，

祖国是本国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的、文化

的和社会的环境”。	[4]	可见，“国”的概念是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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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社会历史要素和政治要素构成的集合体，这

就使得爱国主义情怀包含了爱河山、爱人民、爱文

化、爱国家等内容。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们赖以存

续的根基，是民族和国家生生不息的重要前提，在

人们的心中享有至尊至敬的地位。我们的一切都是

祖国这片土地所赋予、哺育的。祖国的河山大地，

不只是秀美风光，还是主权、事业、财富的基本载

体。所以，每一个爱国者，都把爱恋家乡、珍惜资

源、保护环境、维护国土完整和统一作为自己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和核

心，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灿烂文明的建设者、社

会变革的推动者。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都以为人

民作贡献为奋斗目标。热爱人民，就是坚守人民立

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

起，为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懈努力。文化是一个国

家的灵魂，是本国人民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

国家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在培育民族心理、塑

造民族性格、提振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热爱并珍视祖国的灿烂文化，体现为认真学习

祖国的历史、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为坚定而充

沛的文化自信，还体现为立足新的时代背景积极推

进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国”既指民族性

和自然属性上的祖国，也指政治性和阶级属性上的

国家，是在阶级社会中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建

立的政治共同体。爱国自然蕴含着对所爱之国政治

权力体系的坚持与维护。爱国主义情怀，涵盖了自

然、社会、文化和国家四个层面，这四种情感相互

依存、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在一起。

2. 从情感体验看，爱国主义情怀是对祖国的

归属感、依恋感、愉悦感和荣耀感的有机统一。情

怀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一种态度的体验。爱国主

义情怀是个体基于自身的社会性需要对祖国的各

个方面产生的体验和感受。基于主体的体验维度，

爱国主义情怀从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归属感、依恋

感、愉悦感和荣耀感。归属感是个体感受到被祖

国尊重、接纳、保护以及自觉把自己看作是国家

共同体成员的一种情感，表现为对故土、故乡的

钟情和热爱。祖国是根，是心灵的归宿，无论身

在何处、去往何方，都无法改变血液里流淌的中

国魂、胸腔里跳动的中国心。依恋感是对祖国喜

欢、亲近和无法割舍的感受，是在与祖国长期共

生共荣的生活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依赖和情感寄

托，表现为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眷恋，对亲人、同胞

的依恋。人们把祖国比作“母亲”，是对祖国依恋

之情的最好诠释。愉悦感是指主体因祖国而产生的

一种“体面”、“开心”、“喜悦”的心理体验，是一

种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人们因祖国的日益富

强而感到开心，因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无限喜悦，因

生活蒸蒸日上而感到满足。荣耀感体现为个体以作

为本国国民而深感光荣，为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以及

在国际社会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感自豪。新中国

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行进在新时

代，承载着历史的荣光、肩负着未来的希望，每个

人都有一种身处伟大国家和伟大时代的强烈荣耀

感，也自觉将这份伟大荣光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和	

使命。

3. 从发展层次看，爱国主义情怀是情感性、认

知性向信念性的跃迁。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一种情感

价值体系，客观上存在由自发到自觉、由感性到理

性、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境界的积淀、深化过程，会

经历由情感性到认知性再到信念性等层次和境界的

跃迁。情感性爱国主义情怀是爱国的初始阶段和基

本境界，是个人对祖国的一种自发、感性的深厚情

感，具有感染力、激发力，但同时也具有非理性、

强烈性、短时性等特征。情感性对于激励人心、激

发行为、积聚力量具有强大的驱动力，但缺乏理性

的爱国情感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走向狭隘的民

族主义，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爱国情感

应予以理性的制衡，进而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力量。认知性爱国主义情怀

是对朴素的爱国情感的超越和升华，建立在对祖国

的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

认同的基础之上。这种爱国情感实现了感性和理性

的融合统一，不但讲求热忱、强烈的爱国激情，也

强调冷静、客观的爱国理性，具有持久性、稳定性

和全面性，使人们在表达爱国诉求时不偏激、不冲

动，而是选择合理有序的爱国方式，并见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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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国行为，从而切实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

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感性和理性相融合

的爱国主义情怀，会随着人们的认知积累和实践深

化，达至一种信念性的爱国境界。信念性爱国主义

情怀是由爱国情感和爱国思想逐渐生成的一种爱国

信念，体现为主体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日益富强无

私奉献、奋力拼搏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具有坚

定性、导向性、超越性等特征，是更为深刻、复

杂、持久的精神力量。爱国信念一旦生成，便会成

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引导人们的生活实

践和精神世界。可见，爱国主义情怀有一个由浅入

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展现为从情感形态向认

知形态迈进，再由内在认知向实践理性升华，而爱

国主义情怀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中

得以彰显。

4. 从行为指向看，爱国主义情怀是为国奋斗、

为国斗争、为国奉献的实际行动。爱国主义情怀不

能停留在思想环节，还应落实到行动层面。只有见

之于理性坚定的爱国行为，爱国主义情怀才能成为

实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现实力量。

因此，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既要体现在对祖国真挚

的情感上，更要体现在为国奋斗、为国斗争、为国

奉献的实际行动中。奋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关键词。爱国，要以执着的信念、顽强的意

志、饱满的热情、过硬的本领“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唯有以爱国引领奋

斗方向，用奋斗标注爱国历程，才能在具体实践中

释放最大能量。斗争，揭示了实现奋斗目标的动力

所在。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

更为艰巨的任务、更为严峻的挑战，能否战胜艰难

险阻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认清复杂形

势、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取得斗争胜

利，是一切爱国者的职责所在。斗争精神是一种不

畏艰难、积极进取的思想状态，是砥砺奋进、永不

放弃的意志品质。爱国主义者应始终保持充沛顽强

的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敢于担当时

代使命。奉献，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从未消亡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者应从民族和国

家的需要出发，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做新时代

豪情满怀的爱国奉献者。

三、爱国主义情怀的价值品性

爱国主义情怀是反映个体与祖国依存关系的情

感价值体系，具有其他心理形式和情感形式不可比

拟的内在特性。具体而言，爱国主义情怀具有朴

实、深沉、执着、笃行的价值品性。

1. 朴实。“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最自然、最朴

素的情感。”	[6]	爱国主义情怀的朴实性，意指个人对

于祖国的爱是自然流露、简单纯粹、质朴无华的。

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天然情缘。人们在与祖国的交

互作用中生发出对祖国真挚无比的爱恋，是一种

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朴素情感。对个人而言，祖国是

血脉构筑的港湾，是滋养我们的大地，是我们生命

的根须，对祖国的爱就像对父母、家乡、亲人的爱

一样，发乎本能、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祖国的山

河大地、历史文化、前途命运，永远是中华儿女心

中最深的牵挂和寄托。爱国主义情怀简单纯粹，不

掺杂任何功利、目的，根植于个人与国家之间最本

质的情感价值纽带和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

的血肉联系。爱国主义情怀质朴无华，不只表现在

惊天动地的伟业中，还显现在人们实实在在的日常

生活里。人们需要在生活中进行爱国认知、爱国情

感、爱国意志的相互融合，也需要在生活里进行价

值选择和付诸实际行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要求

真务实，在教育过程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思想

引领，做到润物无声”，	[7]	强调人们基于社会角色、

立足生活实际，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2. 深沉。“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8]	“深”者，

所谓入心、入性、入魂；“沉”者，所谓潜入底蕴、

外而无形。爱国主义情怀的深沉既表现在其深厚

度，也表现在其强烈度。具体来说，深沉意味着爱

国主义情怀的深厚度。“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9]	爱国主义情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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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浮泛在表面的、没有触及人心的情感，也不是

外在的、浅薄的、形式上的虚伪口号，而是从心底

涌动而出的真切感受，如在血管里涌动的鲜血一

样，炽热浓厚。这种深厚的爱国情感往往埋藏在人

们内心深处，一旦国家有需要，便会以实际行为体

现出来。深沉意味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强烈度。人们

对祖国的爱不仅深刻，而且热烈，富有力量。积淀

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怀能激发个体与祖国情感

的共鸣，并以热烈的、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极具

感染力。深沉表明了爱国主义情怀的深厚性和促进

祖国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强大性与持续性。爱国主义

情怀包含着人们对祖国的爱、忠诚、牺牲，使人们

对祖国的强大欢欣鼓舞，同时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3. 执着。执着，意指稳定持久的程度，主要

表现为爱国主义情怀既不因时间推延而减弱，又不

因情境变化而转移，具有持久性、连续性和稳定

性。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建立在理性的爱国认知和

坚定的爱国信念的基础之上。爱国主义情怀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认知积淀的过程，虽具有朴素自发的维

度，但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对祖国有着科

学、全面认识的情感价值体系，包含着对国家各个

方面和各个层面的整体之爱，体现为不仅爱祖国美

丽的山河大地，而且爱她深厚的历史文化；不仅爱

祖国勤劳善良的人民同胞，而且拥护和忠诚党的伟

大事业。这种丰厚理性的思想认识，构成爱国主义

情怀稳定的内容体系，决定爱国主义情怀具有稳定

的情感体验形式，进而生成对祖国执着坚定、醇厚

绵长的热爱之情。爱国意志和爱国信念是爱国主义

情怀的最高层次。意志和信念是人们不畏困难、执

着追求的精神态度，是人们抵御诱惑、坚定不移的

精神力量，具有持久、稳定的特点。当人们对祖国

的爱达至一种信念性的层次和境界时，爱国就会成

为一种居于内心深处的心理背景，对人的心理活动

和生活实践发生长久的作用，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保持长久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应坚持情理交融、知行合一，只有将爱国

之情升华到信仰层面才具有崇高性和坚定性，才能

自觉将民族和国家持续的发展和长久的利益作为自

己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

和深厚地爱国。

4. 笃行。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最终归

宿。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不仅要看这个人有没有

理性的思想认知和坚定的情感意志，还要看其能否

将爱国的思想情感转化为实际的爱国行为。爱国主

义情怀不仅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实际

行动，那些不愿为祖国的利益尽心尽力、有所作为

的人，其对祖国的爱是虚假和浅薄的。一切真正的

爱国者都是为祖国的利益身体力行的笃行者。人们

不仅要涵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而且要实践

报国之行。爱国行为是主体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而做出的自愿行为,每个个体的能力有大小、角

色有差异，爱国行为会随着主体年龄、身份、职

业的不同而不同，但只要是发自内心，就是值得尊

敬和颂扬的。进行物质生产是爱国的表现，弘扬精

神文明是爱国的表现，遵纪守法、文明有礼是爱国

的表现，爱岗敬业、努力求学也是爱国的表现。爱

国主义情怀是一种内在信念，只有见之于具体的实

际行为，千千万万的爱国者才能凝聚成磅礴的爱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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