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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研讨
———全国“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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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由厦门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
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发展研究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联合
主办的“全国‘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
在厦门大学召开。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原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冯刚教
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查朱和副主编出席
会议并致辞，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进功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等 100 多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
家学者与会。会议围绕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理论内
涵、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性研究与实践、爱国主义
与民族文化的互鉴发展、全球视野下的爱国主义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今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为会议的
召开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研
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要结合广大青
年的特点，分析现象、寻找规律、对症开方。爱国主
义教育既有日功，也有年功，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不
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一、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理论内涵:爱国、
爱党与爱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

会议认为，对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理论研讨要坚

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到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
本质是将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
真正理解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揭露批
判对爱国主义的错误认识。

关于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与特征，北京师范大
学冯刚教授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体现
为三个方面: 第一，爱国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 第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爱国主义
的主题; 第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要
突出爱国主义导向。

关于爱国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教育部“长江
学者”、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
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三重逻辑。首先，在
理论逻辑上，要结合新时代的现实情况认识爱国主
义。中国梦是爱国主义的主线，国家振兴、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国际情怀都是爱国主义的内涵。其
次，在历史逻辑上，要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理性
与情怀的关系。爱国是本分、职责，是情之所系、心
之所归的要求。最后，在实践逻辑方面，要有科学
思想的引领，以科学的爱国主义理论引领全国各族
人民走向爱国主义。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性研究与实践:
既“破”也“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会议认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参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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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批判负面，既要“破”也要“立”，要正确处理建
设性与批判性的关系，从而厚植新时代爱国主义的
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要具有针对性，加
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爱
国者。

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的“破”与“立”，武汉大学
骆郁廷教授指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一要破历史
虚无主义，立历史唯物主义; 二要破西方的舆论诋
毁，立中国国家形象;三要破崇洋媚外的现象，立深
厚的爱国情怀; 四要破精致利己主义，立使命担当
精神。

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支撑，西南大学黄蓉
生教授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围绕四个关键词来
进行:第一个关键词，明确根本遵循。重点是进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的所有重
要论述。第二个关键词，抓住本质要义。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
的统一。第三个关键词，塑造国际视野。要做到以
下几点: 一要培养大学生的世界眼光，二要筑牢命
运共同体意识，三要坚定四个自信;第四个关键词，
进行现实关照。爱国主义教育从来就不是抽象的、
停留在书本上的，它必须与实际相结合。

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性实践，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教授通过对于自己教学
实践的案例分享表明观点。爱国即捍卫自己的主
权，爱国即对同胞的认同，爱国即对民族记忆的坚
守。让学生参与甚至作为主要力量深入地方记忆，
了解历史，理解特定时空中环境与人的互动，挖掘
精神财产，是最好的传统教育方式之一，也是最好
的增强民族自信的方式之一。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互鉴
发展:牢记历史，与时俱进

会议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
容，是凝聚中华儿女抵御外来侵略、谋求民族独立
的光辉旗帜。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牢记历史，特别
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要
与时俱进，善用文化资源，从而将爱国、爱党与爱社
会主义统一起来，增强四个自信。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资源整合，厦门大学

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进功
教授指出，福建是红色文化非常丰富的省份，红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福建具有众多革命老
区、中央苏区，福建有众多民族英雄。爱国主义教
育要结合地方特色，善用本土文化资源，文物承载
历史、传承文明，通过革命老区、苏区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杨威教授则分析了抗美援朝时期
爱国主义教育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一是
对开展党史国史教育有重要启示;二是对正确处理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三是对在
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有重要意义;四
是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人民生活相结合有重要意义;
五是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重要
意义。

四、全球视野下的爱国主义: 筑牢命运
共同体

会议认为，对爱国主义的研讨和对爱国主义教
育的实践都必须坚持全球视野，一方面，全球视野
有助于为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全球视野有利于培养正确、客观、理智的
爱国主义观。

围绕全球视野下的爱国主义研究，《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副主编查朱和编审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爱国是人生中最
深沉的情感，爱国主义情感是指引个人成长的价值
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家
挑战，我们需要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夺取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严峻的国际形势更加凸显
了爱国主义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爱国主义教
育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要将爱国、爱党与爱社会
主义统一起来，要真正理解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与
重要价值，要揭露对爱国主义的错误认识。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各位专家学者碰撞思
想、深入探讨、贡献智慧，不仅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
底，更凸显了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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