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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路径

□ 万军杰 张曦尹

摘 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民族力

量，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面对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时代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须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内涵、融通中华古今优秀文化、胸怀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厚植青少年爱

国主义情怀、唱响网络爱国主义主旋律等，促使中华儿女心中最自然朴素的爱国情感转化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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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精神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

含的爱国思想为逻辑起点，千百年来牢牢扎根于每

一个中华儿女心中，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

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变换着不同的时代主题。新

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抓牢爱国和爱党、爱社会

主义高度统一的本质，多层次、全方位、广渠道、有重

点地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踊跃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与追梦人。

一、深悟精神内涵，准确把握时代本质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

纲要》）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

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把爱党与爱国

和爱社会主义作为当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当

代中国爱国主义本质的时代升华。”[1]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2]脱离爱党谈爱

国不是真正的爱国，脱离爱社会主义谈爱国也不是

真正的爱国，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息息相关、不

可分割、缺一不可。邓小平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

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3]（P392）在我

国迈入新时代的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

要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自觉涵养与践

行爱国主义精神，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做到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

统一。

1. 爱党是爱国的时代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总结

经验、修正错误，以实践检验真理；坚持与时俱进，使

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实际情况。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赢得革命胜利、成立新中

国、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

发展道路，正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

动践行爱国主义精神，谱写爱国主义的辉煌篇章。

2. 爱社会主义是爱国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

主义”[4]（P124）。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

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

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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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唯一适合中国

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二、立足中华大地，融通古今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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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579-580）中华民族

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孕育、生长、积淀，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和内

忧外患的考验愈发坚韧。

1.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爱国主义精神。《新

纲要》指出，“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

受，是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

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发端于血缘亲情而发散至广大民

众之间普遍的爱。孟子仁爱思想中的“亲亲”，即立

足于血统亲情。“‘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

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

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

念乃有其他的一切。”[7]（P51）而墨子主张“兼爱”，认为爱

不应只是少数人之间的爱，不应只是某一特定阶级

之中的爱，而应广泛而无差等地爱所有人。“仁人之

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

爱》）国家兴亡利害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维护国家

利益，保护国家不受损害，就是自己的责任。植根于

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流淌在

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血液中，融进祖祖辈辈中国人的

生命里。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当继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受到中国古代

爱国思想和历代仁人志士爱国事迹的熏染，逐渐将

爱国主义情怀厚植于心，培养爱国责任感和青年担

当。音乐、美术、书法、民族舞等课外社团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寓教于乐。企事业单位

举办诗歌、演讲等主题比赛，让员工在有趣的娱乐活

动中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自然而然

受到爱国主义熏陶。大力振兴民族传统节日，组织

庆祝活动，如重阳登高、元宵猜灯谜、端午赛龙舟等，

让大众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滋养爱国主义情怀。

2. 以新的时代内容激励爱国主义精神。每个时

代都会产生感人至深的爱国故事，发生在身边的事

例往往能够引发最强烈的共鸣和最深刻的感慨。比

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每一个逆行战疫

的医护人员、人民解放军、基层党务工作者、基建工

人、清洁人员、快递小哥以及志愿者等，因为深爱着

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所以义无反顾地暂时放下了自

己的“小家”，毅然肩负起护卫无数“他家”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的国家使命。再如，在一些国家发表

污蔑抹黑中国的言论时，据理力争、陈述立场的中国

记者、外交部发言人和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在用

行动抒写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中国人民始终

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为维护国家

安全和民族利益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

三、胸怀世界大同，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

《新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有

的情感，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望。一方面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要培养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大力宣传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

重要理念和倡议，激励广大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共

同创造美好未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证明了当今世界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国与国之间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这

个世界成为一座独自运作的孤岛，爱自己的国家与

爱世界是一致的。

1. 推动和平发展，勇担国际责任。狭隘的爱国

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不能带来真正的国家和

平发展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包

容的、开放的、和平发展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论语·雍也》）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自己的

祖国才能更好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自己的民族才能

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和谐生存。中国在国际社会态

度鲜明地表达和平发展的立场。新时代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要求我们承担起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和平发

展的国际责任，从爱国主义精神出发，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心怀世界，努力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解决世界痼疾，彰显大国担当。当今世界并

非只论输赢，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无

论是威胁挑衅，损害他国国家利益，伤害他国人民感

情；还是冷眼旁观，“各人自扫门前雪”，都不是明智

的选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蓝色星球上、同一个大

气环境中，同一阵海风吹拂过不同国家，同一条河流

哺育了不同民族。空气水资源污染、蝗灾瘟疫、核辐

射泄漏以及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层

出不穷的灾难性事件不会考虑国界。中国致力于与

世界各国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探讨应对世界

范围内各种固有问题及突发情况的方案。中国人民

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感发展为对世界各民族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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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关怀，用团结本国人民的精神和博大胸襟来团结

世界各国人民，以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同样地投入到

帮助他国的建设工作中去，把坚决战胜国内困难的决

心同样地投入到帮助他国战胜困难的行动当中。

四、培养合格接班人，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未来的中坚

力量，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

情怀，是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中之重。

1. 用好主渠道，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新时代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除了保持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

教育方法之外，还应根据新情况新条件新特点持续

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8]（P378）。当前我国青少年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

育主要来源于课堂，从中学的政治、历史、语文等课

程到大学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法切实可行、效果明显，理

应继续予以坚持。但同时要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教学

内容，避免说教式教学和应付式课程，使用生动形

象、自然有趣的教学语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

学生主动学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要不断做好做新。重视“四

史”教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让青少年充分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并且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历史方位、国

际地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课堂之外，爱国主义教

育还要创新丰富多样的形式。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入历史现场感悟爱国主义精

神。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

创新慕课（MOOC）、微视频等线上教学方式，使教学内

容更加直观、有趣，更具说服力。

2. 多方同频共振，学校、社会与家庭教育有机结

合。毛泽东在谈到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时

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9]（P226）。

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学校、社会和家庭任何一

方的力量都不可缺失。在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基础

上，要加强社会和家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学习从模仿开始，社会中的所见所闻对于青少年的

行为模式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社会应大力宣传为国

奉献的英雄事迹，坚决打击损害国家利益的不端行

为，为青少年树立良好的社会引导。教育由家庭开

始，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父母的思想意识和一举

一动影响着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父

母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

认知的不足，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用实际行动教育孩

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此外，要加强

社会监管，街道、社区多了解辖区居民的家庭状况，

如发现父母行为不端，须及时介入干预。党员引领

社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父母提升思想道

德修养。

五、凝聚强大正能量，唱响网络爱国主义主旋律

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用好互联网的高

效、及时、便捷等优势，在网络上牢牢把握正确的文

化导向，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1. 发挥网络优势，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一

方面，互联网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更为丰富多

彩的形式，避免课堂、讲座、书本等内容的枯燥与重

复。使用新媒体技术制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微视

频、短动画等，供人们在上网的碎片时间观看，人们

不必安排特定时间专门学习，也无须特意到书店购

买纸质书本，这样既能排解闲时无聊，又可接受思想

道德熏陶，培养爱国主义情怀。运用大数据掌握人

民群众喜好，拍摄制作高质量的契合大众口味的爱

国主义、传统文化、重大历史事件等题材的动漫及影

视作品，激发人们主动了解和观赏的兴趣，让爱国主

义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互联网是

一个巨大的宝库，能够储存大量爱国主义教育资

源。课堂和书本内容难以记录保存和精确查找，自

然就削弱了课堂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而互联网的

资源储存具有长期性，可以供用户重复利用、收藏感

兴趣的内容，进而反复学习、加深记忆。互联网的高

速检索功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迅速向用户提供所

需资源，同时根据个人喜好和常用关键词，有针对性

地向用户推荐爱国主义相关内容。此外，互联网的

互动性优势帮助搭建教师与网络学习者实时交流的

渠道。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可以随

时在网上向专业教师请教，教师及时线上答疑解

惑。离开校园深入社会的广大毕业生，仍可以适时

在线上与教师沟通交流。这样一来，爱国主义教育

愈发便捷高效。

2. 维护网络安全，筑牢爱国主义精神防线。新

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可忽视网络“毒瘤”的破坏

力，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网络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

不放任践踏民族精神、瓦解民族凝聚力的不法行

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

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

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

全”[10]（P151）。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下转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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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回答了时代之问，成功把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推

向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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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页）重要部分，国家安全为安邦定国的重

要基石。要重视计算机技术教育和人才培养，整体

提高网络警察队伍的技术水平，全面提升他们思想

道德素养、专业素养、文化素养等基本素养，确保更

加精准、高效地打击网络敌对势力，保护网络安全，

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部

分网民将虚拟网络空间视为发泄情绪、肆意妄为的

法外之地，散播阴暗扭曲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与现实

世界截然不同的“两面人”面孔，不仅威胁当事人的

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而且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

会和谐。这些不良做法和违法行为，皆与爱国主义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对追求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造成严重冲

击。为了维护网络秩序、保护人民情感、巩固民族团

结，必须严厉打击网络不法行为。而最根本的解

决之道是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精神文

明建设，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

积极引导民众自觉规范网络行为，珍惜家庭和睦、

邻里和谐的社会环境，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

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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