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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审视

孟 静雅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61)

摘　要:网络文化一方面给人们生活 、学习 、娱乐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对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 、民族自信心 、民族振兴意识 ,造成

大学生民族价值观的迷茫。过去 ,我们在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 、理想信念等教育

中 ,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要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 ,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还必须有新的视角。要注重加强新的国家

主权意识 、国家安全意识 、全球意识和科学理性教育。在网络信息时代 ,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冲突 、观念的碰撞 、

思想的互渗 、价值的并行 ,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 以一种全新的观念和策略去处理好独立

性与开放性 、民族自尊与民族忧患 、民族责任与自我发展的关系问题 , 并加强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 、创建丰富多

彩的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 ,建立 、健全教育网络系统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搭建爱国主义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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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进入网络时代 ,网络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 ,网络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尤其是青

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和民族意识 ,这给高

校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冲击和新挑战 。认识 、分

析这种挑战 ,探索应对的策略和方法 ,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

一 、网络对大学生爱国意识和情感的新挑战

(一)“网络信息社会”弱化了大学生的民族国家

意识 。互联网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 ,出现

了“地球村”现象。在这种背景下 , “全球主义” 、“超

民族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蜂拥而至。不少大学生

接受外来思潮的“趋同论” ,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 ,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

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 。甚至有的大学生认为 ,世

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退居到同一的“公

域生活”背景之后 ,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可

见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大学生 ,对全球和人类整体的

关注已远胜于对本国 、本民族利益的关注 ,民族国家

意识正在减弱。

(二)西方网络强权削弱了大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 。大学生的民族自信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和优越感 ,是在对民族文化充分了解基础上的对民

族文化的肯定和赞许 ,是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

心的体现 ,它是自觉维护民族尊严 ,推动中华民族发

展的心理基础。但在全球网络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中 ,英语信息占 90%,法语占 5%,其它信息占 5%,

而其中中文信息还不到 1%。正如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说:“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

和民族性 ,英语将成为标准 。”[ 1] 目前英语文化 ,尤其

是美国文化 ,已借助新型传播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形

成新的网络强权 ,而处于弱势的国家或民族常常会

在这种强权或霸权面前怀疑 、否定自己的民族 ,削弱

对本民族的自信心 。

(三)网络文化多元造成大学生民族价值观的迷

茫 。以前的青年大学生 ,往往会在历史给定的民族

价值体系中抉择自己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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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时代 ,固有的民族目标和方式体系为网络

多元文化所冲击 ,代之而生的是形形色色陌生的民

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如网上不时出现种族歧视 、

宗教仇恨 、法西斯主义 、暴力凶杀及利己主义 、功利

主义等价值取向 ,给青年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

价值观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因为这些目标和方式

对他们是前所未经验的 ,因而抉择的困惑与迷茫随

之而来。于是 ,部分大学生在民族精神与文化上就

呈现出不稳定 、无中心 、多样化的状态 ,精神家园迷

失 ,内心冲突剧烈。在民族价值观选择上困惑彷徨 、

无所适从或优柔寡断 、迟疑不决 ,缺乏对目标及达成

方式的思考与自信 ,这很容易带来民族价值体系中

选择的冲突与悖论。

(四)网络“垃圾文化”弱化了大学生的民族振兴

意识 。爱国主义就本质而言 ,最终体现在为本民族

的振兴的物质动力上 ,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本所在。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承担着为本民族振

兴的责任和使命 。但在网络信息时代 ,网络“垃圾文

化”渗透着“黄色”诱惑 、享乐主义 、颓废主义等社会

意识 ,使部分缺乏健康思想情操和坚强意志品质的

青年大学生失去为民族振兴而艰苦奋斗的进取精

神 ,转向追求享乐 、奢侈。在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发

生冲撞时 ,偏重于个人目标。讲奉献的学生少了 ,而

追求实惠和物质利益的现象多了。不少大学生所想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抛之脑后 。

二 、网络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视角

(一)新的国家主权意识教育。主权是一个国家

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 、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

权力 。没有主权就没有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捍卫中

国国家主权 ,维护祖国统一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起

码的道德规范[ 2] 。但信息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

性的交往 、合作 、竞争活动更加频繁和普遍 ,因此 ,高

校应教育青年大学生坚持以发展的观念来认识国家

主权和利益 ,不能把国家主权 、利益静态化 ,教条地

固守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和利益观。我们根据信息 、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 ,把传统的具有排他性的国

家主权分成两部分:独享产权和共享产权。前者是

不能让渡的 ,而后者是可以让渡的 。需要指出的是 ,

共享产权即使已经让渡出去与他国共享 ,但仍然是

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部分让渡 ,自觉接受

国际规则 、规范和制约 ,就可以获得国际规则的保

护 ,为本国参与国际竞争并从中受益创造稳定的 、有

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在坚持共享产权的同时 ,坚持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新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互联网虽然缩小

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 ,但决不就是“大同世界” 、

“无国界世界”时代的到来。信息的沟通 、经济的融

合并不代表政治 、文化的完全融合 ,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两种制度仍在较量 。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

着绝对安全 ,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 。和平

与发展的主题背后 ,隐藏着建立一个“全球”管理机

构”或要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世界的阴谋 。所以 ,国

家安全意识已不仅仅局限于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 ,

而是扩展到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 、信息等社会生活

的各个层面 。面对互联网 、经济全球化和恐怖主义

等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各种潜在威胁 ,高校务必加强

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使大学生清醒地认识

到 ,在信息 、经济全球化时代 ,保卫国家安全已不仅

是保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同时也包括维护国家

的信息安全 、经济安全 、金融安全 、生态安全和抵御

各种网络文化的“殖民侵略” ,并强化反渗透 、反“西

化” 、“反分化” ,为国家在走向世界求发展中筑起一

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

(三)全球意识教育 。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

国意识 ,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 ,缺乏全球

视野 ,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

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

来 。而互联网时代要求各国要有全球意识 ,因为互

联网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交流与合

作 。同时 ,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许多问题如环境 、能

源 、疾病 、人口等 ,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

因此 ,我们要立足本国 ,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

当代世界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研究问

题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对祖国和本民

族的忠诚和热爱的同时 ,还要培养大学生的全球意

识 ,培养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

意识 ,对不同文化 、价值观念的尊重与宽容态度 ,以

及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合作精神 。

(四)科学理性教育 。互联网带给世界上任何一

个角落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多样的信息文化 ,使

得追逐感官愉悦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

信仰 ,从而削弱人们的理性思考 ,导致思想和行动上

的盲从 。因此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还应着力培养大

学生的“科学理性精神”[ 3] 。科学理性贯穿在社会和

生活领域 ,就是指政治生活民主化 ,经济生活规范

化 ,文化生活科学化以及人文精神合理化 。当前中

国已形成了较好的尊重科学 、尊重知识的风气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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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把科学精神化为一种为追求和捍卫真理

而献身的精神 、为服从真理而果断修正错误的求实

精神 、开拓进取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求真 、求实是科

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网络时代的高校爱国主义

教育重要任务之一 ,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求真 、求实

的科学理性精神 。

三 、网络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处理好的新

问题

(一)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在网络背景

下 ,中国民族文化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只有弘扬

民族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 ,才能保持人们对自己民

族的认同感 ,有了民族的认同感 ,一个民族才可能具

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又是统一的。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爱国

主义 ,决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

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 4] 中国民族文化的长

期发展表明:在与异文化的冲突中 ,它总是能够从自

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 ,选择先进异质文化的合理

成分与之交流 、融汇与整合 ,从而达到改造自身的目

的。当然 ,这种交融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中外文化

在保留其主体精神基础上双向“扬弃”的过程 ,不同

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 、交流与融合 ,不仅不会影

响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 ,反会带来新的生机与

活力 。“文化创新既能弘扬 、提升既有的民族精神 ,

又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
[ 5]
。因此 ,我们要使每

一个大学生认识到 ,中国民族文化必须在开放性文

化体系中不注入新的内涵 ,才能充盈朝气与活力 。

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 ,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实

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

(二)民族自尊与民族忧患关系问题 。民族自尊

是任何时期任何爱国者必须具备的情感 ,它能增加

我们自主向上的恒心 。邓小平曾说:“像我们这样的

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没有民族自尊心 ,不珍惜自

己民族的独立 ,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 [ 6] 但在走向世

界的今天 ,过分夸大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又容易

出现民族自信心不足 ,但妄自尊大的排外意识不适

应今天的时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

文化和现实状况 ,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我们

对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 ,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危机

意识 。其实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

还比较落后 ,如果不充分利用当今的机遇迎头赶上 ,

那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此 ,每一个

大学生都要认清形势 ,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意识 ,做到

居安思危 。一个民族具有自尊心与忧患意识相统一

的正常心态 ,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

(三)民族责任与自我发展的关系问题 。与网络

“亲密”接触 ,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张扬个性 ,展现自

我的自主意识。当代青年大学生追求个性 、追求自

我发展的意识普遍强烈 。可一些青年学生在突出自

我发展时 ,国家观念淡化 ,民族振兴的责任感正在减

弱 。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和能

力 ,更主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和

民族责任感的人 。信息社会越发展 ,就越需要青年

摆脱各种诱惑 ,更多地去关注社会 、国家和人类的发

展前景 ,要始终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一个

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 。每一个大学都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 ,只有用知识服务祖国 、服务人民 ,才能更好

地实现自身价值 ,满足个人利益。因为个人的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繁荣富强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份振

兴中华的责任。

四 、网络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空间

(一)建立 、完善教育网络系统 ,占领网上新空

间 。网络是一块自由的空间 ,它联接不同国度的人

们 ,西方可以用它来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我们应

该也完全可以用它来宣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

华民族精神 ,所以建立网络教育体系的意义不言而

喻 。目前 ,我们已建立多个爱国主义教育网站 ,如

“九 ·一八网” 、“中国共青网”等 ,粘贴有许多珍贵的

照片和鲜为人知的爱国主义教育史料 。各高校可充

分利用自己的科研和技术优势 ,把这些网站与高校

的校园网络及各校远程教育网相连接 ,让更多的优

秀教育媒体进入网络 ,建立和完善教育网络系统 ,形

成立体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格局 ,并实现网络资源共

享 。

(二)利用校园网 ,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平台 。目

前 ,各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园信息网络系统 。校园

网不仅是教师的教学工具 ,也是学生获取信息 、自主

学习 、提高能力的有效手段。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

网这一平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是建立爱国主义

教育数据库 。上载与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重要

著作和资料 、报纸社论以及鲜活的事例等 。二是加

强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教育专题网页制作 。这类网

页的制作应体现思想性 、知识性 、时代性 、艺术性和

趣味性 ,要有自己的特色 ,能够吸引学生访问。三是

开展网络讨论 ,建立“电子信箱”等提供知识交流和

咨询服务 ,使网络成为师生之间交友谈心 、宣泄感情

的重要场所。清华大学的“红色网站”就是一个典

范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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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利用网络技

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是在教学内容上要理论联

系实际 ,根据学生热衷上网的特点 ,在思想政治网站

上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如儒 、释 、道等内容 。

同时 ,上载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著作 ,

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内容 ,宣传好人好事 ,既注意理论

深度 ,又贴近现实生活。二是改革教学方法。鼓励 、

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设计和优秀教案上

网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让学生去分析 、思考 、

选择 ,从而更好地使自觉学生学习 、理解和掌握马克

思主义理论 ,进而身体力行地践行中华民族精神 。

三是改革教学手段。尽可能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

网络教学方式 ,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用多媒体以

声 、色 、光 、画等多种现代化手段表现出来 ,从而化抽

象为具体 、化枯燥为情趣 、化不解为理解 ,使思想政

治理论课在网络时代真正成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的主渠道。

(四)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和掌握 ,堵防有害

信息。面对鱼龙混杂 、汹涌而来的信息潮流 ,有必要

通过技术 、行政 、法律等手段 ,控制信息来源 ,以达到

正本清源 ,给信息空间一片“蓝天”的目的 。一是应

建立国家级“信息海关” ,采用先进技术手段 ,严密监

控和检测国际互联网入口 ,对所有国家的信息进行

严格的“过滤” 。二是加强对国内所有的骨干网 、局

域网 、校园网的管理 ,完善规章制度 ,规范网络运作 ,

进一步防止有害信息进入校园。三是积极推进加强

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立法工作 ,以强大的法律武

器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四是高校要利用网络 ,

随时在网上了解学生和家长的要求 、建议 ,特别是平

时不易暴露的思想和言论 ,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

育和达到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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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Network Time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MENG Jin-y a
(Nanyang No rmal Univer sity , Nanyang 473061 , China)

Abstract:The netwo rk culture bring s positive effect on people' s life , learning , ente rtainment , on the other hand , it

brings nega tive effect on the pa trio tism emo tion of people , especially , the colleg e and univer sity students.To some deg ree , it

weakens colleg e students' national aw areness , na tional self -confidence , and national vitalized aw areness , causing the colleg e

students a t a lo ss of view o f the national value.In the past , w e have achiev ed a lot in the educa tion o f patriotism , good tradition

and culture o f chinese nation and ideal belief etc.tow ard the young college students.But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from the

netw ork times , the pa trio tism educa tion in colleg es and univ ersitie s must have the new per spective.We should focus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new aw areness o f our sovereign rights , the new awa rene ss of our na tional security , g lobal aw areness and

the scientific r ational education.I n the info rmation times o f netw ork , such phenomena as the conflict of cultures , the collision o f

view s , the mutual infit ration of thoughts and values exist and develop at the same time ,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co lleges and

univ ersitie s must get ho ld of the pulse o f the times , to deal w ith the problem s between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opening , the

na tional self- e steem and the national anx iety , the na tional responsitibility and self development in a fully new opinion and

strategy , meanw hile , we should st reng then the refo rm of the teaching o f the political theo ry , establish co lo rful campus culture

and ne tw o rk culture , establish and amplify the educational ne tw o rk sy stem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ne tw o rk technique to con-

str uct the platfo rm of trio tism euca tion.

Key words:netwo rk culture;patrio tism educa tion in college s and unive rsities;co llege and univer 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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