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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个人主观上对所属国的历史文

化传统、国家主权、政治法律制度、伦理情感的承认、认可和赞

同[1]。国家认同教育的落实与历史认同、民族认同、爱国主义、

文化认同等密切相关，纵观相关研究成果，尽管研究者在不同时

期对国家认同教育相关主题的内涵、实践路径、教育成效、经验

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但从宏观上涵盖这些研究主题来全面分析国

家认同教育研究热点及趋势的文献仍然鲜见[2]。

首先，在香港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研究上，陈丽君、邢立军

等学者对香港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跟踪分析后发现：回归后香港

青年的国家认同总体上有所提升，但是这种认同度还是较为淡薄，

现阶段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总体上不容乐观[3-5]。其次，在香港

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上，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总体上比较一致

的，基本上都提出了政治制度、国民教育、文化障碍、历史遗留

等影响因素[6-7]。最后，在香港学生国家认同的提升路径上，不

同学者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不同的提升路径，比如谢宝剑等提出

香港青年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路径[8]、傅承哲等提出从学校教

育、舆论宣传、实践交流三管齐下提升内地港澳青年国家认同[9]、

徐海波提出以“中国梦”引领“香港梦”，增强香港整体意识[10]。

1  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

目前，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仍存在着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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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一是文化认同程度高，而政治认同程度不足。一方面是香港

学生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流淌着华夏儿女的血液，对中华

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再加上香港传统家庭对中华文化有着较

高的认同，例如香港人民也十分重视家庭，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

并在家庭中十分强调尊老爱老的孝道，在生活上，大多数香港人

民都接受并信任传统的中医中药。但两地大学生毕竟成长在不同

的社会制度下，社会制度这个大环境对香港学生的思维和认知具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映射出来就是香港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程度高，而对国家政治认同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

香港长期推行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不足，

使得香港学生对内地的政治制度与基本国策的背景原因了解不足，

这极大影响了香港学生对于内地政治制度的了解与认同[6]，还有

香港回归后，香港政府一直面临着多元复杂的政治局势，难以顾

及香港青年在多元复杂的政治博弈中的角色定位，未及时明晰香

港青年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导致部分香港青年在政治参与中

出现价值迷失的困扰，其政治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7]。

二是偏重理论教育，实践教育较少。国家认同教育主要集中

在学校的课堂上，偏重于理论灌输，这对提升香港学生的国家认

同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认同”需要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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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缺乏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很难深入人心，到达共鸣，而

感性认识难以在课堂中获得，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和感

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建立和加

深。因此，要增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国家情感和民族同胞情谊，

还需要通过实践教育，在实践中体验和增强情感认同，而这部分

相对而言较少。

三是内地高校对增强香港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素材比较少。

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除了讲道理、讲理论外，还要

摆事实和摆数据，尤其是情感的培养，需要感人的真实故事，才

能触动学生的内心，而这部分的教育素材相对较少。而道理和理

论也必须有事实和数据作为支撑和作证，否则道理和理论难以说

服学生。再加上，互联网高速发展，内地高校香港学生自身也能

通过网上看到新闻和数据，甚至会被一些虚假新闻和数据错误的

引导，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国家

认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四是受近几年的疫情影响，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国家认同教

育往往伴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疫情改变了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学

习方式和大学生活，这可能会导致了部分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出现

不适应的心理反应，一些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习困

难的情况，一些适应能力比较弱的学生能会难以适应疫情下的内

地高校校园生活，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家

庭压力，以上这些都增加了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

难度，但同时也提示内地高校在疫情时期进行香港学生的国家认

同教育时要注意心理健康教育。

2  疫情下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机遇

2.1提供了国家认同教育的实例素材

自疫情以来，内地和香港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同心抗疫的时代

篇章，这些“篇章”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

丰富的实例素材。一是提供了典型的人物，在同心抗疫中，涌现

了许多医者仁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无

私奉献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他们都是鲜活的实例，通过他们

的抗疫故事，可以增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对国家政治认同。二是

提供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在同心抗疫中，内地援港医疗队对香港

患者悉心照顾、关心、爱护，并提供了专业的医疗康护，直到他

们痊愈出院，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事。三是国家

在支援香港抗疫上的态度和政策，都表明了国家对香港的重视，

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关系，在支援香港抗疫上，

可以以国家的积极态度、实际行动以及相关政策作为素材，让内

地高校香港学生能够理解国家对香港同胞、香港学生的关爱，增

强他们的国家认同。

2.2提供了增强国家认同教育的契机

疫情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来说，是一种挑战。疫情使得大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碎片化。尤其是香港学生，

可能因为疫情，再加上内地和香港在疫情防控政策上的存在一定

的地区性差异，香港学生的线上课程会增加，学习难度提升，从

而影响学业。换言之，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和生

活需要高校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在内地高校香港学生“最需要”

的时候，内地高校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是最恰当、最合事

宜的增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国家认同的契机。除了学习和生活，

心理上的支持也尤为重要，疫情考验的不只是人的身体，更是考

验人的心理，居家隔离造成的心理困境、死亡病例带来的心理恐

惧、身边亲人感染引起的心理负担等都是疫情中常见的心理问题，

香港学生同样需要心理疏导和支持。内地高校在疫情发生时，能

够及时给予内地香港学生心理的疏导和支持，让内地高校香港学

生感受到学校的爱和温暖，可以有效地增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

国家认同。

2.3提供了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教育内容

疫情防控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中，内地高校

鼓励香港学生参与到日常的学校抗疫中，在实践中感悟国家对疫

情防控的力度、理解国家的疫情政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抗疫精

神。一方面，理论要结合实践。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的爱国主义

教育、国家认同教育，如果只是在“书本上”“PPT里”“教室中”，

不仅难以在道理上使内地高校香港学生认同，而且在情感上也难

以让内地高校香港学生产生共情。而通过实践，香港学生参与到

学校的抗疫中，例如志愿者、班级防疫专员、数据统计员等，可

以让香港学生亲眼看到国家“人民至上”的抗疫理念，亲身体验

到国家在疫情防控中的力度，在理论上把道理讲通讲透，在情感

上达到共鸣。另一方面，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在共同抗疫的实践

中，相互了解，相互促进，培养血浓于水的同胞友谊，文化认同

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是人的实践过程中凝聚而成的行为习惯

和思维方式，通过共同抗疫的实践过程，可以提升内地高校香港

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的友谊，从而

提高内地高校香港学的国家认同。

3  抗疫精神融入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径

3.1 以“中华民族伟大的抗疫精神”为核心，提高内地高

校香港学生的文化共识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疫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抗疫历史中凝

聚而成的。从东汉张仲景治瘟疫到清末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再

到屠呦呦治疗疟疾，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抗击SARS 病毒和疫情防

控，中华民族在与病毒斗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抗疫精神。伟

大抗疫精神内涵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内地高校应以伟大抗疫精神为核心开展香港学生国家认同教

育。一是，内地高校组织校院两级领导、思政专家、辅导员集体

备课，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系列专题讲座和课程，为内地高校香港

学生讲清楚伟大抗疫精神的历史演变，讲明白伟大抗疫精神的内

涵，讲透伟大抗疫精神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并鼓励香港学生自觉

地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二是，通过翻转课堂，内地高校香港学生

通过查找资料、实地考察，做伟大抗疫精神为主题的演讲、小课

堂和实践汇报，使内地高校香港学生不仅是授课对象，还是授课

教师，从而加深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对伟大抗疫精神的了解，增强

对中华文化的共识。三是，鼓励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做宣传者、报

道者、传播者，他们将在内地的实地考察和所见所闻，为香港地

区的学生进行宣讲和汇报，促进香港地区的学生进一步了解伟大

抗疫精神，了解中国精神，提升香港学生对国家的文化认同，进

而增强内地和香港两地香港学生对国家的认同。

3.2讲好全国各地人民支援香港抗疫的生动故事，增强内地

高校香港学生的国家情感

自疫情以来，国家都十分关注香港疫情。尤其是2022年初，

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国家发出了“香港只要有求，内地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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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应，祖国永远是香港战胜疫情和一切挑战的坚强后盾”的

强援之声。内地兄弟省份组织了医疗队、检测队、生活物质保

障队、隔离检疫设施建设队等多支支援队伍前往香港，其中就

包括了很多青年医生、青年护士和青年志愿者，他们与香港同

胞们共同抗疫。同时，内地兄弟省份还支援了活猪、蔬菜、水

果、冰鲜冷冻肉、水产、蛋类、乳制品、卫生纸、洗手液、

消毒等生活物质，为香港同胞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保障。除了

内地兄弟省份的强援外，内地企业、公司及社会团体自发组成

支援队伍，为香港提供医疗防护物资、抗疫中药饮品、病毒灭

活口罩等物质。

这些都是真实而感人的生动事例，内地高校应用好这些事

例，讲好全国各地人民支援香港抗疫的故事。一方面，内地高

校组织思政教师、辅导员、学生组织搜集好事例，找寻典型人

物和典型事件，以人物讲故事，以故事感人，制作成教学内

容，通过座谈、讲座或教学等形式，给内地高校香港学生讲授

或宣讲。另一方面，通过新媒体途径，将这些新闻报道，重

新编写和剪辑，采用学生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漫画、短文等形

式，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推出，增加内地高校香港学

生的点击率和阅读量。

3.3对比中西的疫情防控政策和现状，增加内地高校香港学

生的政治认同

显然，中西在疫情防控政策和现状存在着差异，正是因为

防控政策的不同，现状也存在差异。当前，互联网时代，国内

外网络上对中西疫情防控政策和现状有着各种不同的言论、思

想、观点，这些言论、思想和观点鱼龙混杂，甚至有些存在着

恶意抹黑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情况，这些都会对内地高校香港学

生造成负面影响。中西在疫情防控上的不同，其本质是价值观的

不同。

内地高校在这种情况下应站出来，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理清

事实，明辨是非，引导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从而提升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政治认同。一是，讲清楚中西目

前的疫情现状，内地高校要积极回应互联网和社会的各种声音，

溯本求源，用具体数据和官方回应，引导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厘

清事实真相。二是，讲清楚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道理，中国疫

情防控政策是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定，中国有人口众多，老龄

化人口在增多，一旦放松放宽疫情防控政策，将会导致大规模

的感染和死亡病例，坚持动态清零和社会面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三是，讲透中西疫情防控政策存在的差异

的根本原因，面对疫情，中西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中国有

顾全大局、同舟共济、民生为本、舍生取义、与人为善的共

同价值观，正是因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性才导致了疫情防控政策

的不同。通过讲清楚、讲明白、讲透中西疫情防控政策和现状

的差异，引导内地高校香港学生正确认识和认同中国疫情防控政

策，从而增强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政治认同。

3.4鼓励两地学生共同抗疫，提升内地高校香港学生的民族

同胞情谊

情感的建立与加深离不开实践。人的情感只有在具体的社会

实践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加深。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接受的中

小学教育不同，再加上内地和香港存在着区域文化的差异，内

地高校学生和香港学生难以通过简单的言语或接触就能建立深厚

的民族同胞情谊。而疫情防控为增强两地大学生的深厚友谊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在具体的共同抗疫实践中，两地大学

生建立共同的目标，同心抗疫，齐心协力，携手同行，相互

帮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增加同胞情谊。而且两地文化也在实

践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内地高校学生也可借此机会，向香

港学生输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内地高

校的大学文化，从而提升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对国家的认同。

内地高校应积极主动为两地大学共同抗疫提供实践平台。一

是，内地高校组织校内志愿者和青年抗疫队，号召两地学生积

极参与，并进行混合分组，开展抗疫志愿服务活动。二是，内

地高校可以组织开展“携手抗疫”等系列主题活动，两地学生

共同为一线抗疫的医疗队和志愿队，录制助力视频和歌曲，绘

制感恩主题画作，并通过公众号等新媒体途径进行宣传报道。

三是，内地高校可以开展两地学生学习帮扶活动，因为疫情的

影响，高校的线上课程会增多，由于两地防疫政策的不同，香

港学生可能暂时回不到校园，只能上线上课程，线上课程对学

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

内地高校通过开展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两地学生学习相互帮扶计

划，让学习好的学生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同心抗疫与同力学

习共同进行，有利于提升内地香港学生的民族同胞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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