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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内涵冰

余清臣

【摘 要】当前不时紧张的国际局势给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对正当爱国行为的需要

促使爱国主义教育向理性化转型，公民国家责任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应当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内

涵。公民国家责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是通过阐释公民和国家之深层关系而促使公民产生行为

必要性的教育。公民国家责任教育追求对爱国情感和爱国理性的同时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培育正当爱

国行为。在实施中，公民国家责任教育应当注重受教育者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注重进行深入的多元

知识基础教育、采用非灌输的教育方式、重点培育学生的爱国理性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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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国际关系风起云涌的今

天，个人对国家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动越来

越成为各个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教育

者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教育者

思考如何教育学生正当爱国，需要面对一些特别的

现实问题：如何教育学生避免极端的爱国情感、如

何教育学生实施正当的爱国行为、如何教育学生在

爱国中合理看待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何教育

学生获得正当爱国的基础认识与价值观⋯⋯这些现

实的教育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促使我们集中思考当前

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内涵，进而探索当前我国

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思路。

一、当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

挑战与转型

中华民族具有爱国主义传统，近代以来饱经沧

桑的炎黄子孙也不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这种

高度积极的情感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国民对国内

的重大事件保持高度的关注；在国内出现重大灾害

时，国民能够做出支持国家的实际行动；国民对国

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同样密切关注，对国际上侵

犯我国利益的行为或言论作出情感或行动上的反

应。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代比较严峻的国际

局势给国民爱国带来的直接挑战。新中国从建立起

就处于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中，世纪之交以及随

后的国际局势尤为严峻。西方一些强国在政治、经

济甚至是军事上对中国进行遏制，亚洲一些邻国在

领土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这些都导致我国将长期

处于并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之中。特别是在信息化时

代，外国针对我国的一些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很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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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传播，国民的爱国热情不时地被这些信息点

燃，国民的爱国行动也随之产生。在国民的爱国热

情和行动被广泛激发的几次事件(如，国民对中国

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抗议事件和对日本侵占钓鱼

岛的抗议事件)中，我们发现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亟

须面对挑战：国民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激发，然

而，由此而来的爱国行动却并非总是表现适度和正

当，很多爱国行动的情绪化特征非常明显。换言

之，当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不仅要激发受教育者的爱国热情，还要引导受教育

者能够做出正当的爱国行动。爱国主义教育要把重

心从情感激发适当地转移到行动引导上来。

国内教育界较早看到了这种挑战的存在，从

20世纪末就开始提出“理性爱国主义”的说法。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理性爱国主义”的理解有所

不同，但在根本上都认同这样一些基本观点：理性

爱国主义是对狭隘爱国主义的超越，理性爱国主义

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体，是在爱国情感和理性的交

互中突出理性的核心地位。Ol从这样的基本观点可

以看出，“理性爱国主义”是对传统的、朴素的爱

国主义的一种转型尝试，由此而来的理性爱国主义

教育是要通过加强爱国理性的培养来应对爱国主义

教育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可以说，理性爱国主义及其教育的提出为当代

爱国主义教育指出了一种方向：当代的爱国主义教

育应当加强学生爱国理性的培养，最终不仅能让学

生热爱国家，而且更能让学生会热爱国家，能够实

施合适的爱国行为。在这个方向下，教育者需要面

对的一个问题是：应当通过哪个切人点来进行理性

爱国主义教育?在众多可以选择的切人点中，公民

国家责任教育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广阔的理性空

间、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应成为理性爱国主义教育的

具体形式。

二、作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时代内

涵的公民国家责任教育

公民国家责任，在直接意义上，就是对公民进

行担负国家责任的教育，是教育公民如何理解国

家、如何践行国家责任的教育。从归类上说，公民

国家责任教育应当是公民教育的一个具体方面。为

具体阐释公民国家责任教育，这里首先需要对“公

民”、“国家”和“责任”概念进行基本的解释。

对公民的理解可以有多种维度，其中一个最为

底线的理解是“公民不是私民”，公民既不能被奴

役、被占有，也不能只生活在“自己利益”的世界

中。121从正面来看，公民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

能够主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在这两层含义

上，“公民”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也不是只顾

一己之私的“刁民”。当然，“公民”除了这种底线

的理解，从不同政治理解出发，还可以有多种理

解，但这些理解都应当建立在这种基本理解的基础

上， “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概念也不例外。

关于“国家”也可以有不同维度的理解，在爱

国主义教育的领域中，有两种理解最为根本：一为

政治意义上之国家，一为民族、文化和自然意义上

之国家。因此，关于国家也有“祖国”和“国家”

之分。“国家”一词究竟具有什么意思，则主要根据

需要和用法来取舍。在“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概

念中，“国家”应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因为“公民”

需要负责的“国家”绝不仅仅指政治意义上的“国

家”，还包括民族、文化和自然意义上的“国家”。

“责任”是基本的伦理学概念，也有丰富的政

治学和管理学的意义。梳理对“责任”概念理解的

历史，康德提出的“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

的行为必要性”131这一著名论断成为后人理解“责

任”概念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康德的理解，“责任”

的根源在于“规律”，在于对事物或事物关系的深

度把握。同时，“责任”的根本内涵为一种行为的

必要性，是在尊重规律或对事物进行深度把握基础

上的行为必要性。

根据对“公民”、“国家”和“责任”的具体理

解，这里对“公民国家责任教育”也可以有更为具

体的理解。在根本上，“公民国家责任教育”是通

过阐释公民和国家之深层关系而促使公民产生行为

必要性的教育，是促使公民因尊重“个人与政治、

历史、民族、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之深层关系”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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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定行为意志的教育。在这种理解之上，公民国

家责任教育可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的转

型，成为直接应对时代挑战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

形式。这个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民国家责任教育满足了爱国主义情感

教育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情感是一种态度体验，

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其实质就是增加对国家正向的

积极态度体验。可以说，培育爱国主义情感是公民

国家责任教育的必要内涵和结果。公民国家责任教

育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向公民阐释公民与国家的深

层关系，这种阐释的一个必然内涵和结果就是激发

公民的态度体验，因此，这个途径顺利通过的一个

必然结果就是激发了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

第二，公民国家责任教育提升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理性基础。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趋势是

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水平，公民国家责任教育

恰恰直接满足了这个要求。从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

内涵与基本途径来看，这种教育要着力突破的环节

是阐释公民与国家的深层关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

理性的过程。以往因缺乏理性而出现的爱国问题，

会因为深层理解了公民与国家各自的角色分工、公

民与国家各自的行为限度、公民承担国家义务的行

为选择而得到进一步纠正。因此，公民国家责任教

育有着非常坚实的理性基础。

第三，公民国家责任教育将培育正当爱国行为

作为根本目标。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受

教育者能够做出正当的爱国行为，公民国家责任教

育也能够直接指向这一目标。从名称来看，爱国主

义教育或爱国教育主要追求的是一种“爱”的效

果，这在根本上还是情感方面，虽然这种情感能够

进一步激发特定的行为。然而，公民责任教育从名

称来看主要追求的是一种“责任”的效果，这是与

行为直接相关的效果，是能够仔细探讨具体行为方

向的效果。而且，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由于具备了坚

实的理性基础，也可以集中探讨何种爱国行为更为

“正当”的问题。从以上方面来看，公民国家责任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育正当的爱国行为，这满足了

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诉求。

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既需要情感上的效果，也

需要行为上的效果，这需要对传统爱国主义教育进

行创新。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由于其突出的理性特征

和行为指向具备了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应当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内涵与新形式。

三、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实施建议

作为公民教育的一个具体构成，公民国家责任

教育的实施首先需要秉承公民教育实施的基本理念

与途径。此外，公民国家责任教育在实施上也需要

特别突出自身核心的环节和内容，从而实现公民国

家责任教育的特色。

结合现代公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当前的公民国

家责任教育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以综合的公民教育为基础。公民国家责

任教育实施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受教育者公民素质的

全面提升，因此，公民国家责任教育需要以综合的

公民教育为基础。综合的公民教育不仅包括公民国

家责任或公民责任的教育，还应当包括除责任之外

的其他素养的培育，如独立人格、民主意识、人道

情怀、人权理念和公共理性等的培育。t4]这些方面

和公共责任一起共同构成公民的核心素养，这些素

养之间当然具有非常紧密的内在关系：负责任的人

需要有独立的人格，需要有包括个人尊严在内的人

权精神，需要具有能够清晰认识公共问题的公共理

性。总之，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受

教育者要首先成为公民，只有成为高素质公民的人

才能具有高度的国家责任意识。

第二，进行相对深入的政治、社会、历史和地

理等知识基础的教育。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一个核

心环节是通过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从而让受

教育者生成国家责任，因此，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的

核心措施就是通过相对深入的政治、社会、历史、

民族和地理等知识基础的教育，促使受教育者获得

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多维而深层的理解。由于国

家具有多个维度，因此，在公民国家责任教育中，

教育者应当加强从多个方面使学生理解个人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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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关系的知识基础，让公民清晰理解政治“国家”、

历史“国家”、民族“国家”、地理“国家”与自身

的深层关系。

第三，采用非灌输的教育方式。灌输教育方式

的特征有三：一是教授错误的知识，二是采用强制

的、非理性的教学方法，三是封闭学生头脑或“洗

脑”。嘲从这种理解来看，公民国家责任教育从根本

上要拒绝灌输的教育方式：公民的国家责任教育有

丰富的知识资源，不需要以确定为错误的知识为基

础；公民的国家责任教育需要受教育者清晰理解个

人与国家之多维关系，不能采用非理性的教学方

法；真正理性的公民国家责任教育不可能去“封闭

学生头脑或洗脑”。非灌输的教育方式就是要坚持

开放、自主的教育原则，启发学生主动理解相关知

识，就相关问题开展理性的讨论与交流。因此，启

发性教学、对话式教学、研究性学习是公民国家责

任教育需经常采纳的形式。

第四，重点培育学生的爱国理性选择能力。当

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目标和结果上一定是偏重行为

方面的，而不是只讲情感或认识。因此，公民国家

责任教育一定要紧抓这个重点，在激发受教育者爱

国情感、提高受教育者爱国认知的基础上，特别着

力培育学生的爱国理性选择能力。在这一点上，价

值澄清理论是可以借鉴的资源，教育者可以通过价

值澄清的方法在对话中启发学生作出理性爱国的选

择，在一个一个爱国问题的澄清中培育学生的爱国

理性选择能力。

公民国家责任教育由于具有自身的侧重点，也

需要特定的教育基础，因而在需实施中抓住相应的

重点和难点。公民国家责任教育所具有的理性特征

和开放性特征，需要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注重受教育

者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注重进行深入的多元知识

基础教育，采用非灌输的教育方式，重点培育学生

的爱国理性选择能力，这些方面都是在实施公民国

家责任教育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注释】

fl】江芳俊．论理性爱国主义的提出与弘扬【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学报，2008，(6)．

[21141檀传宝，等．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

公民教育的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0、213—219．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6：51．

【5】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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