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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信息智能化的背景下，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高

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国民性的思维方式揭示"-3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出现的问题，包括：爱国主

义情感面临着情感缺失的困境；爱国主义意识面临着狭隘爱国主义倾向的威胁；爱国主义教育机制面临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

挑战。并从中国人民的国民性出发，提出教育是改造国民性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与重

建，即：加强感恩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加强理智思维教育，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意识；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引导大学

生爱国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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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未来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推动

祖国繁荣昌盛的重大使命，作为祖国和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主力军，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爱国意识显得尤为

重要。因此，培养大学生具有爱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并自

觉转化为爱国行为是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有人

曾精辟地指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民族

精神的重要尺度。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西方大量涌入的文化和价值观严重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取

向。我国当前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侧重政治说教，注重形

式，呈现出表面化、形式化、空泛化的弊端，鲜能取得实际的

教育效果。在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之时，

借助于国民性的思维方式，寻求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

化路径，对于促进大学生爱国主义积极情感的形成和高校人

文主义教育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民性的内涵

由于近现代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受到

了根本性的挑战，作为近代民族反省的核心词汇，国民性最

早出现在1903年3月25号《新民丛报》刊载的梁启超《国民

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该文称：“取族中各人之心理

特性而总和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

也。”旧J238近代学者和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

命运，剖析中国落后之根源，揭示陋病，唤醒国民，国民性问

题的研究与探讨即成为被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最初主要揭露

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

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说明了人们对国

民性问题的考察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交替嬗变过程，

由当初的感性直观层面，逐步深入到理性抽象的层面，从分

散、零星的表述开始转向了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阐述，在中

国近现代思潮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国民性本身的复杂性和其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对它准确

概括实属不易。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

样的国民性，即一个国家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对现实的稳

定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行为”∞J。国民性研究的先

驱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每一种文化都能通

过奖罚机制，使得处于同一文化下的不同的个人形成行为、

观念和情感的某种共同性，亦即国民性p J。“杜波依斯则进

一步提出了‘众趋人格’的概念，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人

格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但是把这些不同的人格通过统计的

方法加以集中排比时，有些人格特征会显示出具有一定的中

心趋势””J，国民性即表现出这种众趋人格的特性。近代中

外人士对中国的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一类是严复、梁启

超、鲁迅、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向来

的灵魂’，着力针砭国民劣根性。一类是来华传教士、商人、

政客等外国观察家或说‘中国通’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一

类是有中外经历、中外两种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以西方、日

本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与对中国国民性的照

察。’’∞43

马克思认为：“人们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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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而国

民性，正是在这长期的历史继承与文化发展中逐步形成

的。”"1笔者认为既然国民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文化

因其专制主义导致长久的奴性和国民劣根性就显现无遗，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遭受屈辱以及面临社会停滞不前的困境

时，学者们最终从民族思想这一层面上去寻找原因是有根据

的。然而，积极的国民性也会传承下去，中国人民有勤劳勇

敢等一系列优良的国民品质。正如鲁迅充满民族自豪感地

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4
J

“民族成员的整体素质影响爱国主义的层次和程度，影响国

家现代化的建设，影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o本

文分析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现状和面临挑战的国民性原因，

关键是使人们认识到如何改造国民劣根性进而弘扬中国的

民族精神，以期在构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保留精华

而去除糟粕。

二、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国民性反思

谈起爱国主义，学者们用得最多的是列宁的观点，即“爱

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

的感情”【61。然而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会随着历史

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今天的大学生不会

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一样肩负着拯救处于危亡困境的中国，

但是当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国家主权教

育、改革开放观念教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教育、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更丰富的时代内容州7 J。大学生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刚刚成年，有较强烈的时代风采和性格

特色，而又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性格烙印，加之社会和学校对

其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略显薄弱，难免会出现缺乏爱国主义情

感和认识，甚至表现出不合理的爱国主义行为。但是，更为

重要的是，反思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国民

性原因，才能更好地实施教育行为，使大学生更接近“现代

人”Ⅲ的标准。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面临着情感缺失的

困境

据对关于某所大学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调查②显示：

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祖国”这一概念的，但

未必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内涵；很多学生已经逐渐地被西方

化，对外来文化极其狂热，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却知

之甚少；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还有待提高，而且存在严重

的“知行脱节”问题。部分大学生公德缺失的例子让人触目

惊心：在公共场合不守公德，不注意公共卫生，大声喧哗，破

坏公物的大有人在，为验证狗熊笨不笨向狗熊泼浓硫酸的，

因发生摩擦向室友投毒致死，为炫耀自己身份开车撞向校友

的也不乏其例。在现实中，大学校园里存在这样的现象：在

思想上盛行个人主义，在生活中存在享乐主义，在学业上赞

成工具主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国主义

教育、道德教育只是注重形式，过于表面化，并没有浸透到学

生的内心。仿佛只有在遭受了特大灾难时，国人被外国人欺

负嘲笑时，才能激起每个人的爱国情结。也只有这时，大学

里的爱国主义教育才会被提上日程。开班会、写征文、做讲

座进行得如火如荼，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而事件平

息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当前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以

说教式为主的，将一些爱国和道德内容当作知识来普及，并

以考试的形式来测验预期效果，如此一来必然不利于大学生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缺乏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人民的友爱之

意，出现上述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幕，究其原因，中国人没有

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文化传统，非亲非故，没有理由对别人

友好、对别人负责。林语堂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这样

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

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

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会’一词所代表的观念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8 J199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

在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精神文化特征下所表现出来的

庸常态度，凡事求平庸稳妥，不敢为天下先，在国家中，自己

生活得好就满足，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关注自身发

展状况和当下利益。这就使得大学生们选择消极适应环境、

明哲保身以求生存的处世之道，对于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尽量采取不“惹是生非”的做法。本来明哲保身也算不上恶，

但问题就出在儒家学说把这种“圆机活法”作为君子人格加

以肯定和推崇，因而客观上也就起着纵容恶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大学生爱国主义意识面临着狭隘爱国主

义倾向的威胁

应该说，“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具有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

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意识

的积淀，它通常潜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如果没有一定的外界

刺激和引导，一般很难活跃于意识层面，更不可能物化为自

觉的爱国行为，这个外部刺激和引导的条件就是爱国主义教

育”一J。当国家或民族面临困境，需要人民携手献出自己的

微薄之力时，这也为大学生的爱国情感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契机。当钓鱼岛问题出现时，网络“愤青”们早已自发地

将爱国主义情绪铺天盖地呈现在各种BBS、博客、电子邮件

中，大学生对此做出积极地响应并参与其中。然而在此次事

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采取了不理智的爱国主义行为：

2004年西安抵制日货学生游行示威；2005年广东学生为抵

制日货打砸抢示威；日本钓鱼岛事件QQ／BBS上铺天盖地的

谩骂。甚至还有学生打着爱国的幌子逃课逃学。光靠盲目

的集会游行，抵制Et货，登录BBS乱骂一通不是爱国热情的

最佳表达方式。这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表达方式，真

正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必须考虑这样做是否真的能维护集

体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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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论点‘从逻辑上判断是正确的’，

那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应该‘符合人的天

性”’Is]us。中国人的思维特别依赖感觉，满足于通过直觉

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在中国有些基本上正常人都

能识破的事情，可上当受骗的仍然很多，这说明中国人的感

性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高校学生缺乏一种

逻辑思辨和论证的能力，缺少辨别真伪的理性思维。这在很

大程度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强调读经

和死记硬背，忽略了推力创新能力，长期如此，人的思考能力

和其他机体能力一样退化，导致中国人民越来越感性。大学

生也常常用感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感性层次

的爱国主义往往太注重感情，一些大学生又比较易冲动，有

时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甚至造成上述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三)当前我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机制面临着民主法

治不健全的挑战

中国的法律相对缺乏权威，法制相对不健全，国民对法

律应有的尊敬和敬畏还相对薄弱。就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而言，法律就鲜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颁布很久，目前大学未曾将其作为正规课程纳

入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中，并且也无其他相关的爱国主

义教育课程。大学生在BBS展开的热烈讨论虽然表现出民

主气氛，但也是缺乏民主意识的一种表现。

“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总是与这个国家民众

民主意识的成熟程度相一致的”[1 o|。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

之所以出现如上的状况，很大程度是由于缺乏民主气氛和法

律的制约。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追求的是情理精神，痛恨任何

非人道的东西，这就导致中华民族很难对任何一种法律和制

度树立信心，中国人不接受法制，而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

符合个人利益和人道。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

即便有法律也只是约束平民百姓，法律只是符合统治者的政

治需要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即便是孔老夫子提出的仁政，也

是强调有序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统治者和百姓，

丈夫和妻子，教师和学生一定不是享有民主平等的权利，由

此看来，我们的国民性中缺乏民主和法制意识是有其根由

的。

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国民性构建

当代大学生之所以表现出上述问题，其原因是值得反思

并加以探讨的，而如何激起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并将其转

化为报国行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状态

令人担忧，苦读二十载，获得满腹科学知识，人文素养的危机

却相当严重，这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一种教育，

是以人为能动的活的生命体作前提，即人性的因素，这样一

种东西需要通过点点滴滴的教育来把它唤醒”¨1|。爱国主

义教育亟待这样的教育唤醒，为自己增添新的活力。中华民

族拥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如今仍屹立于世界之林必

然有其原因，中国人民也继承了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等一系

列优秀品德。这就需要教育者唤醒大学生自身的“国民良根

性”④，通过人文教育使优良人性发扬光大，弘扬爱国主义，

振奋民族精神。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磨难，于是有人习惯了忍

耐与承受，导致一部分人很麻木，当代的大学生也表现出与

年龄不相符的老成和呆板；而有一部分徘徊在另一个极端，

他们把自己的怨气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在弱者身上。为改善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现状，亟须改造国民性。国民性起源于

国民生存环境，生存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就成

为改造国民性的主要途径，因此，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是当务之急，也是改造国民性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感恩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要想激起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让大学生们自然而然

地爱祖国的大好河山、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的灿烂文化，恐

怕教育者也得改变教法。一些中国人没有国家的意识，却有

小家的概念，这是因为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孝”

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人生而有父母，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是最初也是最恒常的人际关系，孝道自然是一切道德规范的

出发点。因此，教育者应当以此为突破口激起大学生的孝道

基因，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首先，要让大学生懂得父母的

辛劳，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无私的爱，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如请名人演讲激起对父母亲人的敬爱之意，与父母互换角色

体验父母之艰辛和付出。其次，进一步上升到对故乡和骨肉

同胞的感激，故乡之爱是爱祖国的基础，爱故乡的一草一木，

感谢故乡的养育之恩。最后，升华到对祖国的爱，要创造条

件游览当地甚至是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以增强民族自豪

感；参观一些自然、历史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加了

解祖国的历史文化，以激起爱国主义情感。要积极帮助学生

改造已有的国民劣根性，通过动员学生参加公益道德和爱国

活动，并且给予奖赏和高度评价，彻底抵制那种“各人自扫门

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事不关己心态。如此把爱国主义

教育渗透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只有通过潜移默化、

耳濡目染的方式才能使爱国主义情感和行为变成学生自觉

的情感和行为。

(二)加强理智思维教育，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意

识

教育者应分析如何能更好地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为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科学文化

素质对增强爱国主义情感起到全局性的作用，民族科学文化

素质越高，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及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就越足。

在学习科学文化过程中，学生通过对祖国优秀历史与文化的

敬仰和对近代屈辱历史的原因透析，更加理性地审视自己的

爱国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行为。中华民族是勤奋善于学习

的民族，因此，教育者要适时为学生讲解我国最优秀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结合当地的传统教育资源，彰显祖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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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主义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应加强对学生社会责任

感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并把自己的个人

理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性思维

的培养，让他们凡事追根溯源，教育者多组织辩论赛，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教育大学生在对待融合的多元文化背景

下既要通晓华夏文明，也要了解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情感与理性并不矛盾，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

中，既要注重感情，更要理性爱国，要把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由

自发的情感提升到理性自觉层次，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既要给学生以激情的感染，又要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

的启迪，由情达理，以理服人。

(三)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国主义行为

我国是传统的伦理性社会，讲求伦理和亲缘关系，从传

统的伦理型转型为现代的法理型社会，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时，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让“大学生

了解我们的制度，理解我们选择这种制度的必然性，真正认

识到这种制度的先进性及其对自身权利的意义。要严格依

照法律法规去表达爱国热情，要在民主法治观念教育中渗透

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从制度层面认识我们的国家，并培

养他们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o|。教育者要

设法为大学生提供民主的环境和氛围，尽可能让大学生感受

到集体和国家的民主性；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并严格遵守奖

惩规则，让大学生潜移默化地适应法制教育的节奏；教育者

也适时为大学生普及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律法规。只有

不断加强法制教育，我们才能慢慢摆脱中国人的官本位和谋

权思想。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必然能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情感和行为也相应提高。

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时代

的进一步发展，国人的国民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始于

教育，通过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和爱国主义行为的教育，

让他们为身边的人、亲近的人做些善事，致力于为天下人谋

福利。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迎来

更好的发展机遇，笔者仅以国民性思维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的

探讨和研究做初步尝试，仍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注释：

①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美国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心理

学、比较社会学及社会变迁，其中对现代化的研究最为著

名。英格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关于人的现代性

的理论：一是个人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二是个人

现代性的特征包括：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改

革与变化；头脑开放，尊重不同的看法；注重未来与现在，

守时惜时；注重效率、效能，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注重计划；尊重知识，追求知识；相信理性及理性支配下的

社会；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正视传统，不唯传统是从；相互

了解、尊重和自重；了解生产及过程。三是通过跨文化的

实证研究发现。对个人现代性起较大影响和作用的因素

是：教育；工厂工作经验；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的科层组

织；农村合作社；父亲的教育、家庭的环境。Alex Inkeles．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EB／OL]．

[2013一11—21]http：／／baike．baidu．com／view／1986244．

htm#ref_[1]一1986244．

②隐形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调查报告[EB／OL]．ht-

tp：／／blog．sina．tom．cn／jiuzai2008．2010—06—04．

③狭隘的爱国主义是一种自身爱国感情的过度膨胀，从而变

得忽视或敌视其他爱国。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两种倾向。要

么更封闭要么更具侵略性。但理智的爱国主义具有前瞻

性，是为了整个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狭隘的爱国主义是目

光短浅的，为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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