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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 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走过了一

段不平凡的历程。 六十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爱国主义

教育都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爱

国主义教育在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增强党的凝聚力、促进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性话语，需要我们冷

静分析形势，并作出有效应对。

一、六十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历程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 而每个国家

的爱国主义教育又是与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 新

中国成立以后， 先后经历了巩固国家政权与探索社会主义

道路、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反思与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四

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既有共性，也有各自

的特点，共同谱写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多彩画卷。

（一） 巩固政权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期 （1949 年—

1977 年）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也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好的社会环境。 虽然面对百废待

兴、急需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国家政权、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

干扰破坏的双重任务，但民众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 从建国

后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阶段是最为困难的，先后经历了抗

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

重大事件，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战胜了各种困

难。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成功的，民

众对于国家的期望与热情，从成千上万以“建国”“爱国”等

命名的姓名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只是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

教育，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在一种封闭而不是开放

的环境下进行的。 在没有国内外真实情况对比的情况下，青

年人的爱国缺乏一种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1]这一时期的爱

国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群众性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激情”

“梦想”“纯真”是这一阶段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

（二）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1978 年—

1989 年）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建国后最为重大、影响最

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 然而，开放带来的文化撞击，使得许多人在逐步了

解外面世界的过程中，从惊讶好奇逐渐变为欣赏推崇，横向

比较的巨大落差使得原有的民族自信心一落千丈； 与此同

时，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对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进

行总结反思的时期，一些少为人知的失误不断被披露，也使

得很多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怀疑，

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在高校粉墨登场。 这一时期人们的爱

国主义情感呈现出激情与盲目交织的特点。 遗憾的是，这一

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很好地发挥引导功能， 在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方面引导不力，没有能够探

索出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方式。

（三） 理论反思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

（1990 年—1999 年）

学潮动乱无论是对于广大民众还是对于执政党来说，

都是一服清醒剂， 也使大家对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理

论反思，“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 无疑是摆在广大教育者面

前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针对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足，党

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 1990 年纪念“五四”

运动 7l 周年时，江泽民同志发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

子的使命》的讲话；1991 年 3 月，江泽民指出要运用历史和

国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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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 9O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

要任务之一；1994 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出台，对爱

国主义教育的原则、内容、重点等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十五

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十分重视青少年的

思想道德建设，从而把爱国主义教育向前推进。 这一时期，

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处于激情与理性交错的状态， 爱国主

义教育更加重视引导功能，提倡理性爱国，这对于爱国主义

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随后的 1997 年香港回

归、1999 年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中， 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进一步得到了释放， 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四）新世纪新阶段时期（2000 年—2009 年）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党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

识更加成熟，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

思想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

升， 民众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更为关注， 也更加充满自

信。 这一阶段也是机遇与挑战同在、 成就与灾难并存的时

期：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美撞机事件与中国申奥成功，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召开，2008 年拉萨事件、汶川地震和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无不在全国范围

内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爱国热潮。 相比而言，这一时期的爱国

主义教育更加偏重于理性引导， 使整个社会在面对各种重

大事件面前基本保持和平稳定发展。

总体上看， 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单纯注重情感的激发到注重情感与理性并重、从理想

与现实的脱节到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

现实环境与时代变迁的产物，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主动适应

形势变化，从自发到自觉的逻辑上升的过程。 这一过程将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继续持续下去。

二、当前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性话语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 每一个时

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其独特的挑战性话语。 这些话语既

构成了该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宏观背景， 也对该时代的爱

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爱国主义教育要想有说

服力，就必须对这些“话语”作出有效回应。

1． “全球化”话语。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

一过程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外交往的增多而呈现加速发展的

趋势。 全球化最初是从经济全球化发展而来的，但是其影响

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为包括爱国主义

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必须面对的宏观背景。 然而，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

战：全球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环境，但同时

使爱国主义教育环境的可控性大为减弱， 这在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教育的效果；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但由此带来的多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对本国传统

文化的态度和原有价值观念的坚持， 从而影响到爱国主义

教育的效果；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

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这在一定程

度上容易把爱国主义引向狭隘民族主义，处理得不好，将影

响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地区和平。 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

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

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2． “网络化”话语。 随着信息科技和网络的发展，广大

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和机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与此相应的是，民众在表达意愿时的情绪性、逆反性也在增

强。 这些意愿经过媒体的迅速传播，容易引起发散性效果。

这种情形对于民众及时了解各种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但是就爱国主义教育而言， 其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

面，它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受众了解实时信息，这有利于

凝聚社会民心，或者为公众生活提供及时必要的指导（比如

汶川地震通过网络传播， 很快被广大民众所关 注； 甲 型

H1N1 流感信息的发布和应对等）；另一方面，一些不良信息

甚至敌对的言论通过网络途径也能得到快速传播， 产生不

好的影响。比如，在一则报道《美军 F－22 和 B－2 战机演练联

合“奔袭”中国空军》的留言中，排名第二的留言“期待那天

的到来”竟然有 782 票“赞成”，仅有 48 票反对，支持率高达

94％。 [2]如何利用好网络科技平台，让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合

理的彰显，是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解决好的课题。

3． “威胁论”话语。 自近代以来，争取国家富强和民族

独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无数中华儿女孜孜以求

的梦想，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永恒的主题。 然而，随着中国的

发展强大，各种各样的杂音喧嚣尘上。 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西方世界传出一波又一波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当

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

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

“中国政治威胁论”。 此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又出现

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

“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 “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

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3]为了达到遏

制中国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绞尽脑汁，为中国的

和平发展设置障碍。 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加紧对我国

南海进行蚕食，妄图瓜分我国蓝色国土。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

的“威胁论”以及明目张胆的挑衅，如何引导好社会舆论，妥

善处理坚持和平发展和保障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之间的关系，使全国各族人民协力同心，共同应对困难，最

大限度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不仅是我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24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 316 期

2009·6（中）

对外交往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也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

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4． “分裂论”话语。 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事实，国外敌

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国内分裂势力也更加猖獗。 他们利用

中国希望和平发展、不愿折腾的良好愿望，以及西方国家不

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出现的病态心理， 寄希望于西方势

力插手中国内政，达到其分裂国家的目的。 近年来所谓“台

独”“疆独”“藏独” 等分裂势力有愈演愈烈之势， 并在 2008
年达到高峰。 虽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结果极大地打击

了“台独”势力，我国对拉萨事件的妥善处理也在一定程度

上打击了“藏独”势力，但是从总体上看，民族分裂势力并没

有放弃，他们仍然在积聚力量，企图破坏国家统一。 这些都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增加了新的难度。 如何做到在

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同时， 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和谐

关系，促进和维护国家稳定与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

需要认真思考的又一重大课题。

5． “民主与公正”话语。 爱国主义的情感深埋于人们的

心底， 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则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

义是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的，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可以成为

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素材，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也会对爱国主义教育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

日益开放和昌明，人们对于民主与公正的诉求更加强烈，对

各种社会不公与官员腐败深恶痛绝， 一些人借此机会诋毁

我们的国家和执政党，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些都

严重影响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

识和处理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不是爱国

主义教育所单独能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几种“话语”虽然共同存在于当代中

国的发展进程之中，但是其性质并不相同：全球化与网络化

属于中性话语，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特征；威胁论、分裂论

是错误的话语，需要予以有力地揭露和批判；民主与公正是

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三、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六十年来爱国主义教 育 的 历 史 轨 迹 的 大 致 梳

理，分析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可以看出，爱国

主义教育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

连的，它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就当前而

言，爱国主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 爱国主义教

育的实质，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该身份所应该承担权

利与义务的确认。这种身份认同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没有

对利益的确认与维护，身份认同也就失去了根基。 这种利益

既包括国家与民族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包括组成

民族国家最小单位的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现实利益。 因此，

在价值取向上，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单纯强调国家民族利益，

转向既要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又重视个体利益；既要重视长

远利益，又要重视现实利益。 在此过程中，要特别警惕把国

家与民族分裂开来的倾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利

益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撇开国家利益而片

面追求民族利益，势必会为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这对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有害无益。

第二，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思维方式问题。 《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振奋

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但

这并不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仅仅与“伟大成就”相关，也不

是停留在“走过场”的形式主义，更不能做“井底之蛙”，固步

自封。 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关键在于对国家发展环境与发

展水平的客观判断与正确认知，没有这一点作为基础，所有

爱国主义的激情，都容易被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因此，在

思维方式上，爱国主义教育既要颂扬我国社会发展的成就，

也要勇于直面社会问题； 既要与自己过去发展水平作纵向

比较，也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既要培

养民众的自信自强和民族自豪感， 也有注重培养和树立忧

患意识。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

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发展创新的。

第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与方法问题。 爱国主义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

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是教育

者们的“独白”与自娱自乐，而是要得到民众的积极回应。 因

此，在教育内容方面，既要善于发掘传统教育资源，也要密

切联系日常生活，使教育内容体现时代性与生活化；在方法

途径上，既要从教育者的视角来思考，也要从受教育者的视

角来思考；既要思考国家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利益诉求的

理性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 要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

起来，在加强正面宣传的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

设以及相应的制度与机制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执政

党自身建设，处理好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问题，严防和严惩

腐败与权力滥用，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有效开展培植肥沃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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