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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

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加强青年爱国主

义教育，事关青年三观构建、成长成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爱国主义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历史上每一

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原则都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新时代青

年爱国主义教育原则应该被重视和遵循。

1  爱国水平与爱国目标相一致的原则

青年群体是指身处15岁到34岁的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初

高中生和高校大学生。在青年群体中，不同时期青年的爱国主

义情感、思想和爱国主义实践都参差不齐，故对青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时要根据青年群体不同成员的爱国主义水平制定不同的

爱国主义目标，使青年经过爱国主义教育后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由此引导青年提升其爱国水平。初高中生社会经历少、视野较狭

窄，其三观理念虽开始萌芽但对爱国主义更多停留在爱国主义的

学识积累和情感认同上，爱国主义实践精神较弱；高校大学生文

化教育程度较高，三观初建且思想和思维观念正在逐步完善，其

爱国情感更加深厚、爱国思想和行为更加理性；其他青年群体因

学历、职业、生活环境和经历的不同，其爱国主义水平的差异性

更加明显。因此，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要遵循爱国水平与爱国目标

相一致的原则，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如对初高中生的爱国主义

教育目标要侧重爱国主义理论教育，进一步培养其对党、社会主

义和国家的情感依赖性，并适当开展的爱国主义实践活动中增加

情感体验；高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着重强调爱国主义实践

教育，督促广大学子投身于各类爱国教育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树

立自己的爱国信仰；对于青年职业工作者，要加强其理性爱国主

义教育，引导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将爱国主义目标定

位到国际层面以培养全球视野。

2  个体人权服从于国家主权的原则

爱国是个体对于祖国的一种基于自然情感基础之上的积极的

社会情感，但往往存在着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相冲突的情况。一

是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弱化爱主义教育。青年时期是人的

心理发展最为迅速、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正处于心理建设

未成熟、三观树立未完善的阶段，这一时期青年情绪和情感体验

丰富、多变，渴望个性化发展但又往往因不能正确评价“客体我”

和“主体我”而陷入自我怀疑，这容易使其产生“破罐子破摔”心

理，将“个体化”、“自由化”观念放大，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

相冲突时，被激发和放大的这种心理和观念会上升到个体人权和

国家主权层面，使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二是西方意

识形态渗透抵撞爱国主义教育。21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经济政

治文化交往愈加频繁，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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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我国新时达爱国主义教育要聚焦青少年。在对新
时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把握好爱国水平和爱国目标、个体人权和国家主权、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其爱国情、强
国志和报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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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也更加剧烈。西方意识形态总是将我国国家建设、政权管理

中因规避重大风险而使个体做出的必要牺牲污蔑成是对个体人权

的剥削问题，并借此肆意裁剪事实，诋毁我国政府、形塑党无

功绩的形象，从而抵撞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在新冠肺炎

时期将我国“居家隔离”措施恶意说成“侵犯人权”、鼓吹

“西方自由主义”，妄想挑起我国人民矛盾。鉴于以上种种情

况，新时代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则必须坚持个体人权与国家主

权相一致的原则，教育青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国

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基础，任何以牺牲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还来

的个人利益都是不道德的，且国家主权是个体人权的保障，要

维护好国家主权再享受个体人权，将爱国主义教育做到实处。

3  扎根本土与面向全球相结合的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正在形成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使各国越来越超越地理界限和地缘政治，

这就使得以对民族国家、对自己祖国情感为依存的爱国主义教育

受到冲击和挑战。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在形式上渐渐掩盖了民族

国家间的不同，将“融合”趋势鲜明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爱国

主义教育强调对祖国的归属与认同，这与全球化展现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理念产生冲突，容易引起青年的思想困惑和矛

盾。因此，加强对新时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看到全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又要重视对祖国本土的思想认同，坚持

扎根本土与面向全球相结合的原则。扎根本土，就是无论世界“融

合化”程度有多高，都要引导新时代青年将本国情感、利益、主

权放在第一位，从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与建设中培

养爱国情、强国志和报国行。面向全球，就是引导青年首先明辨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使其明白全球化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

基本单位来实现的各国间的交流合作，存在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

关系中；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表

明了各国间共同的、交融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要求爱国主义突破单个民族国家站在国际高层面上。因此，坚

持扎根本土与面向全球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在新时代青年爱国主

义教育中，注意引导青年在立足本土化情感基础上兼顾国家利益

优先，同时站在以全人类为出发点的立场上展现国际视野和世界

情怀，树立国际共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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