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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主义的内涵及爱国主义教育途径及内容：

目前经过论文的网络检索，发现对于“爱国主义”并无统一

的定义。中国幅员辽阔，中国文化已经有近4100年的历史，而

从大一统的秦朝开始算起，也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秦王朝

实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后面的各朝各代，虽统治阶级来自不同

的民族，但都在坚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和观念。文化传统基

本实现一致，文字也基本实现统一。这些大一统的局面，大大的

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支持和理解。

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浸润来看，民众是具备爱国主义意识的。

人民日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习近平同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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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国主义有了新的更具体的定义。

为更好的对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在大学生中现状进行研

究，为更好的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干预，找到合适的途径和

方法：

通过文献阅读，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核心

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的关心与维

护 。既然爱国主义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

社会的、普遍的心理现象。这就意味着爱国主义应该是有多种

形式的，内涵也十分的广泛且丰富。本研究者在大学校园中，随

机做了一个有关爱国主义是什么的访谈。参与访谈共计47人，

其中本科生30人，研究生17人。为更好的采集到大学生对爱国

主义概念的认知的常模数据，本次的访谈对象未选择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学生。采样对象为教育学，临床医学类及部分工科本

科以上学历的在校学生。为了规避网络搜索答案造成的意识结

果的偏差，此次的访谈是在随意状态下，街头随机采样访谈。在

访谈的过程中，提示被访谈者，不需要百度，你想到什么就说什

么，我们不具名。第一感觉产生便说出自己的所想到的答案即

可。通过对这个群体的访谈的内容整理分析，我们认为爱国主

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内容：

第一、爱国主义是一种丰富的精神情感

爱国主义，口熟能详。但是要具体定义，爱国主义是什么？

在接受访谈的47名大学生群体里，研究者提问，你们觉得爱国

主义是什么？被访谈的学生有提到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和

核心。” “爱国主义是理智爱国，维护国家利益，忠于国家，为国

奉献。”“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体现对国家的一种热爱态度。

”“爱国主义是应该存在于每个国人心中的情怀，是对国家的

最真挚的热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众志成城的使命

和信仰，为国家愿意付出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是

一种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信仰。” “把国家不

放在嘴上，放在心上，用心尊重，用心爱戴。”“我觉得嘛，它是一

种情义，就像我们对家人对朋友，但是它的基础比对待朋友家人

更加深厚，它是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有人觉得它很远

大，但是其实一点点小事情或许就可能体现出了，也并不是意味

着我们一定要像雷锋和许多先烈一样英勇奉献，但是我们可以

从中学到什么而慢慢提升自己的情怀”我觉得爱国主义是一种

精神，是一种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一股力量，爱国主义是我们为

国奋斗的方向，是我们为国发展的指明灯。倘若没有爱国主义

，我们就像一摊散沙。爱国主义是我们心中的一道光。”“爱国

主义就是爱国的一种精神，一种无论如何都支持自己的祖国的

情怀，可以说即使无理由也支持。” “ 爱国情怀，爱自己的国家，

爱国家的领土，爱祖国的同胞。” “爱国主义是一种理念，人们

对祖国的感情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

从以上言论中，研究者发现，现今的大学生群体有将爱国凝

练成一种精神情感的能力和觉悟，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具有凝

聚力，推动力的精神力量。被访谈的大学生有提到“精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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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使命”“信仰”“热爱”“用心”等字眼，这些字眼，本研究者认

为是与爱国主义是一种丰富的精神情感相关联的。当代的大学

生青年一代，对于爱国主义概念的解释，解释出了来自内心的饱

含着爱国深情的温度。

第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化的进程

爱国主义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范畴，它主要“体现

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 的依存关

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1］。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化的渊源历史文化古国，在历史的进

程中，爱国主义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是一种基因的传承。中国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

文明。

大学生群体的随机访谈中，有大学生表述爱国主义 ：“感

觉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情怀，很少凸显，但是又时刻存在”。“爱

国主义是一种深埋在心底的信仰，平时不会挂在嘴上，也不会

明显体现，但是在关键时刻会自然的表露出来，是一个团结国

家人民的力量。”“爱国主义就是将有共同理想、目标的人们连

接起来的一种力量。是中国人民的一种担当，一份责任，为中

国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量”。“爱国主义就是为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而产生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有力量而且发自

内心的，对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爱国主义或许

是文化历史底蕴下沉淀或激发的情感，需感性也需理性。”“爱

国主义是爱人民，是对自己同胞深切而热烈的感情，是与全国

各地素未谋面的同胞们心连心的一种感情。”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刻在骨子里”“埋在心

底”“中国的伟大复兴”“维护祖国统一”“文化沉淀或激发的情

感”等的话语，表述的是从文化传承的基因中，爱国主义就是存

在的。是说不出来，但是内心就具备的。来自于中华民族一直

以来的爱国传承，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伟大文明而一直发展发

扬的主要原因。

第三、爱国主义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具有时代性和

社会性的。

爱国主义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跟着时代和社会的

历史变迁而发展出更多的外延。

受访谈的大学生们表述：“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是一个国

家的立国之本”。“对国家的事情有关心，在乎国家的发展会维

护国家的利益。”“爱国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个人或集体将国

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愿意终身为之奋斗。”“爱国主

义是无论何时都会站在祖国这一方，支持拥护自己的祖国，并

无条件相信国家”。“我觉得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可以表现出来

的，是自然而然的存放在内心深处的，它不是打着网上那种不

吃外国货的爱国主义，而是在国家有难时，能不容分说地站出

来为祖国辩护，不容外人肆意凌辱的一种情怀”。“爱国主义是

我们对于国家最诚挚的爱，由爱生责任，由爱诞情怀。我们希望

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祖国也在为我们遮风挡雨。这份爱，来

源于每个爱国人的心中。而由爱变成的每一份动力，也督促每

个人前行。祖国也在不断地建设发展。这条路，我们与祖国双

向奔赴。”“爱国主义是热爱祖国，愿意为祖国奉献，为祖国的未

来而奋斗。”“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是国人对国

家最高的情怀体现，敢于为国家奋斗和牺牲。不仅仅是一种责

任，更是一种担当。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破坏国家的一切行动和

行为，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行为准则。”“我觉得爱国主义是一

种感觉，当你在大街上碰到侮辱祖国的人的时候，会感觉到愤怒

，会勇敢的指出来，当你的国家得到什么荣誉的时候，你会发自

内心地感觉到开心，感觉到自豪，为自己能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而

感到骄傲。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爱国主义。”

从这些言论中，“国家的立国之本”“对国家事情有关心”“国

家利益”“国家有难时”“对国家最诚挚的爱”“对国家的热爱和忠

诚”“敢为国家奋斗和牺牲”这些字眼，表述出了，爱国主义是有

社会性，时代性的。将爱国主义从一个概念升华到了爱国主义

是一种当下的感受，一种当下的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使

命担当。

第四、爱国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

爱国主义是一时想起就有的吗？我们总会有这样的疑问，

似乎如果不提及，都感受不到自己是否具备这样的情结？而事

实真如此吗？通过研究者进行访谈，从大学生群体访谈的结果

来看，爱国主义虽然不是天天在嘴上说，但是内心却是一直饱含

热爱。受访的同学们表述 ：“爱国主义是我诵读着的唐诗宋词，

是我热爱的黄河长江，是我吃不够的火锅杂烩，是我们把平凡的

工作做到位。”“爱国主义听起来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实际是思想

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结合，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爱国主

义的理解；是对自己的祖国无条件的包容，热爱和拥护，在任何

情况下都以自己的祖国的利益为首要原则”。“爱国主义是一种

油然而生的政治信仰，也是一种情怀，是对国家产生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会带来自豪感。也就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爱

国主义是“我爱我家”的那种归属感、认同感，也是“我为我家

”的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主

义是坚持个人理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无论身处何地，仍然

对祖国的土地有着深切的热爱；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个

人的一切；弘扬爱国主义，需要秉持为国奉献的初心和使命感。”

从以上言论可看出，“平凡的工作做到位”“自己的行为”“我

爱我家”“无论身处何地”等等，这些话语都显示出爱国主义是日

常的，普遍性的，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发展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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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从以上可以归纳出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和内容，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一、爱国主义是一种丰富的情感感受，可以从

情感层面进行催化加深。情感可以是日常的感受，也可以是关

键事件的感悟，关注日常，重视关键事件的情感作用，爱国主义

的情感感受，就能得到明显的提升。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化

的进程，中国悠久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这些

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好的素材。从传统文化中，从

党的历史历程中，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素材，用好这些素材，将

这些素材本身和爱国主义进行链接，让年轻一代更加深刻的理

解过往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和重要性。三、爱国主义需要与时俱

进，有时代性和社会性。今时今日的中国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

代都不同，中国的强国梦想靠这一代青年人去建设，所以，可以

从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进行教育引导，从

当前世界形势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

入手，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是爱的教育，还要是能明白国际形

势，能增强民族自信的与时俱进的教育。四、爱国主义具有普遍

性，所以要从小事，从身边的事，去入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落实

到生活细节中去浸润。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般而言，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用一种持续的教育教导对

祖国的热爱，通过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历史事件 的纪念活动、

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民族的传统节庆、国家的公祭仪式等，激

发个体对祖国和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把个体与祖国和谐地统一

在共同的传说、共同的记忆、共同 的英雄和共同的命运的信仰

中，始终保持祖国在个体心中的活跃”［2］。从大学校园的随机

采访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意识良好，为更好

的系统化的提升爱国主义在大学生中的状态和水平，可以从以

下途径和方法中，丰富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内

涵和外延的理解。

（一）课堂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课堂教育仍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爱国主义

的概念，方式和情感等各个方面进行引导教育，一直都是爱国主

义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必须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大

学生思政课堂的教学中，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现场浸润式教

学，到情感体验式教学，从以生为主导的翻转式教学到教师的灌

输型讲授，结合现今的多媒体手段，不断的丰富课堂讲授的内容

和形式，让这一门课更有深度，更有温度，更能从心出发，去教育

浸润好大学生们。

（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不能离开社会，增强社会实践活动，劳动

教育，社会体验实践，全面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劳动和社会

实践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劳动和社会

实践，能感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能感知不是生活多么美好，而

是有人为自己负重前行。这些感受，从生活而来，从社会实践活

动而来，虽然是生活点滴，但是在不断的增强着大学生们对生活

的热爱，对爱国主义的认知。不是口号，而是深入在骨血里的，

对国家的最真挚的热爱。

（三）增加一些仪式性庆典和仪式性的活动

仪式，是心理强化的一个过程，通过有效的仪式感的烘托，

能加强心理上对某种意识的认可度。爱国主义需要一些仪式

感，以西方的洋节为例，情人节、圣诞节，一段时间各商超，满场

播放的圣诞歌和情人节的歌曲，使得年轻一代人，只知道西方

有，而慢慢对我们传统文化节日开始出现了一些淡漠情感，觉得

圣诞节才是年轻人应该过的狂欢节，而传统节日是老一辈的特

产。这样的意识要得到质的修正，就必须从源头去改，增加一些

仪式性庆典和仪式性活动。让青年一代大学生群体们，感受到

传统节日的美好，就要时时刻刻的让他们参与并感受与国家有

关的每个节庆时刻。百年建党，冬奥会等一系列盛世活动，仪式

庆典的庄重，参与其中，与国一起感受，国家的伟大，这些都可以

引导和加强学生群体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学校心理团体辅导活动进行情感教育提升爱国主义

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群体影响的。团体心理

辅导可以通过结构化主题，实现团体心理素质水平的提升，所以

将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可实现爱国情感的

升华。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是爱国主义情感提升和

培育的基础和前提。提高群体中的自我热爱祖国的情感，营造

良好的朋辈爱国情感的心理氛围，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团

体心理辅导，从朋辈的角度讲述身边的小故事，从热爱父母、爱

亲人、爱朋友，进一步提升至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进一步提升

对爱国情感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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