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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家国情怀”深刻内涵的三个向度 
程艳1  雷志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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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标识之一，亦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必备素养。从情感向度看，是维系“家国一体”

的情感纽带；从文化向度看，是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基石；从行为向度看，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家国情怀；情感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为规范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出，要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信仰、

有担当，有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时代新人呼唤家国

情怀，家国情怀涵育时代新人”[1]。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家国情

怀是中华民族 深层次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

中形成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坚实的逻辑

基础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无数磨难而不衰，

并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与中华民族血脉中

流淌的家国情怀是分不开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大变局”之变化，形形色色的历

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良思想削弱了当代青年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情感、文化和行为三个向度，阐述“家

国情怀”的深刻内涵，旨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家国

情怀提供理论指导，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 

一、情感向度：维系“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 

在理解“家国情怀”的众多视角中，以维系“家国一体”深厚

情感为 基本的视角无疑 具优先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

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经历种种挫折磨难之后依然能实现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与深藏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牢固的家

国情怀是分不开的。 

从组成结构看，家国情怀包含的“家”“国”“情”“怀”四个字

有独特含义。“家”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居也”，是指人们共同

生活和一起居住的地方，常指家乡、家庭。“国”这个字是简体，繁

國体是“ ”，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邦也；从囗从或。”[2]“囗”的

含义是指“四境”、“范围”；“或”的含义是指“边境巡逻”。因此，

“国”之本义：古代诸侯所受封的领土、领域，并拥有一定的土地

面积、人民数量和政权。人类社会 早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

共同体，再从血缘关系扩展到血缘-地缘关系的部落共同体，之后由

于血缘-地缘关系和共同利益形成部落联盟， 后自然演化为国家

（人类社会共同体）。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为中心，以孝

为本，将家庭伦理关系延伸到国家之中，忠孝一体、爱国爱家。“情

怀”在《辞海》中被释为“心境与心情”。其中，“情”字表达的是

人的感情与情欲，凸显人们对某人某物“感觉”之后的自然冲动，

这种“动”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思、情欲”。而“怀”字表达的是人

的思念和胸怀等，“情怀”一词表达的是人的胸怀，人拥有的某种心

境，这种心境是一种平静而持久的带有渲染性的情绪状态，会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甚至一生）影响人的言行和情绪。为此，结合这四

个字的基本含义，“家国情怀”可理解为人们对家庭、家园和祖国产

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持久念想和深厚情感。 

这种情感主要表现为三种关系：其一，个人与家庭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要管理好自

己的行为举止，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进而为家庭的健康发展做出

贡献。另一方面，家庭是 直接、 持久影响个体发展的第一所学

校。亲人、长辈们作为教育主体，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坚定的理想

信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成长、成才。其二，个人与国家的

辩证关系。一方面，国家发展环境深刻影响个体的发展，个体要获

得发展，就需个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始终要与国家历史、文化、

体制、政策的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也影响着国家的

发展。个体是组成国家总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人的成员组成，每一个

个体发展良好，才能保证国家经久不衰，深厚的家国情怀能为国家

的繁荣昌盛汇集强大的精神力量。其三，家庭和国家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家是 小国，家庭是国家构成的社会细胞。自古以来，中

国人民就十分重视家庭、家风、家训、家道的育化功能。家教规范、

家训守道则国治有序，古语有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风建设，他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

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培育相亲相爱

的良好家风，促进良好家风薪火相传。另一方面，国家是千千万万

个家庭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其

职能既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又要调解社会各阶级、阶层矛盾，

维护和保护构成国家细胞的家庭的正当利益。中华民族的历史反复

证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特别是当外敌入侵时，国家对家庭

及成员的保护就尤为重要。由此可见，家国情怀反映了个体、家庭、

国家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中华儿女历来就有对自己故土、家园和祖国的依恋之情。一个

人自降生那一刻起，就在祖国怀抱里汲取养分，接受历史文化的熏

陶、语言文字的惠泽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离不开与祖国，并与祖国生死

相依时，自然就会对祖国产生一种眷恋、依赖和忠诚的思想感情。

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一般来说，主要包含三要

素：一是自然要素即国土，特指一定区域内的山河、海洋、土地、

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二是社会要素即国民，特指一定区域内在

统一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熏陶下的人民共同生产、生活、交往的共

同体；三是政治要素即国家，特指一定区域内为维护人民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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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权、社会秩序、人身安全而建立起来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家

国情怀集中表现为人们对祖国锦绣山川的依恋，对本民族历史文化

认同以及本民族骨肉同胞的热爱，对祖国领土主权、社会制度的维

护等。爱国土、爱国民、爱国家这三种情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其中，爱国土是一种自然情感，是家国情怀的基本内容；爱国民是

一种社会情感，是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爱国家是一种政治情感，

是家国情怀的 高形式。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性是家国情怀的根本

属性，当一个人能把爱国情感同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制度结合起

来，这个人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就具有了系统性品格。 

二、文化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基石 

当这种“家国一体”的情感经过世代的积淀与传承，会逐渐从

低层次向高层次深化，成为推动本民族生存与延续、和谐与稳定、

发展与进步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灵魂，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守护神”。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

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之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

随着灭亡。”[3] 

其一，家国情怀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与荣誉感。“家国情怀”一词相较于爱国主义，政治色彩更弱，

更倾向于思想文化领域。归属感是指个体与所属群体间的一种内在

联系，当一个人把自己命运与自己祖国生死相依时，也必然会对自

己民族文化产生一种归属感。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以中华民

族文化圈的符号系统为介质，以文化自觉、自省为基础的自我认可、

自我肯定和自我凝聚的认知模式。文化认同是 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各民族凝聚共识的思想保障。中

华民族文化的尊严感，是人们对本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持有的那份庄

重、独立、威严形象的心理体验，并捍卫自身民族的存在价值。比

如，中国人民在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国不可侮、民不可欺的民族气节。在中华民族危

亡时刻，爱国主义就是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的 强音。中

华民族文化的荣誉感，是人们归属于中华民族而产生的一种自豪、

愉悦的心理体验，这种自豪感、荣誉感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各方面。

比如，中国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天眼”探空、神舟飞天、

墨子“传信”、超算“发威”、高铁奔驰、北斗组网……激发了每个

中华儿女的荣誉感、自豪感。 

其二，家国情怀内涵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家国情

怀的逻辑基础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思想。古代中国的社会关系，

不像古罗马帝国是以契约为枢纽的法来维护，而是以伦理的礼乐制

度来维护。中国多民族的民族国情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孕

育”。西周时期，周天子封诸侯在各地立国，诸侯再分封土地和人民

给公卿大夫立家，社会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

等级秩序和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形成

了 初的家国同构意识，强调人们对家对国的忠孝，“忠孝合一”是

当时家国情怀的本质内涵。春秋战国，百姓因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而

民不聊生，礼崩乐坏，“家国天下”以大一统的秦汉体制更新，汉武

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思想，构筑了此后两千年来中国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君臣

之道形成同构，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高度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常讲

的家国同构。秦汉以后，诸多政治家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称为“华

夷一家”“华夷一体”。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明确提出了“家国同构”

的思想，并把国家看作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社会便形成了“家是

小国，国是大家”的格局。这种国君如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

国家和家庭的距离，成为了该时期家国情怀的重要内涵。汉代以后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国同构思想作为家国情怀的重要内涵，一直

伴随封建王朝的始终。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大任担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无

不流露出了深沉的家国情怀。近代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

由“汉满蒙回藏”组成的，称为“五族共和”思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华各民族因获得平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后而得到了

巨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会危及边疆稳定，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因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为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提出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三、家国情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一方面，

家国情怀是中华儿女历经“国破家亡”后的集体记忆。从中国近代

史来看，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诸多的西方列强入

侵、战争创伤、战争赔款。首都北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占领过，

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占领过，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占领过。这些惨痛的

经历给中国人带来“国破家亡”的集体记忆，家国情怀就是在整个

民族遭受战争失败、骨肉分离、国破家亡之后士大夫人文精神的重

构，是一种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责任担当。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是家国情怀中 核心、 强烈、

稳定的情感。中华民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无数次的大

分裂、大动荡，几经绝境，但中华民族都没有被击垮、被消灭，而

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能走在人类文明发展前列，靠的就是这

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情怀、民族精神。2012 年，习近平在参

观“复兴之路”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 伟大的梦想。”[6]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承诺，更是中华

民族家国情怀的时代延续和 新表达。 

三、行为向度：调整个人与家庭、祖国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情感层面、文化层面的家国情怀，经过世代人类实践积淀与绵

延发展，人们越来越能体悟到个体成员的生存发展与民族、国家的

大环境息息相关。当人们意识到把这种认知思想化为处理个人利益

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行为规范时，人们就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评价标

准，社会评价个人行为也有了根本的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家

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发展中历久弥新的道德议题，是调整个人与家庭、

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 

首先，体现为一种道德准则。从道德层面讲，爱家爱国情感的

理性升华就变为一种道德准则。我们党一直以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着

力点，以诚实信用为突破口，把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看作自己应

尽的道德义务。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家国情怀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中的作用。毛泽东早在 1919 年 7 月发表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

《湘江评论》上，提出的“要团结和联合人民群众以实现救国救民

事业”的主张，可算作是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萌芽状态。新中国

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章中，把集体主义

作为党的传统思想，体现了“公大于私”的家国情怀。新中国成立，

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全体国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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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要求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以下简称“五爱”），这是我国首次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概括。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

个人三个方面”利益。1982 年 12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把“五爱”中的“爱护公共财物”替换为“爱社会主义”，也称为

“五爱”。1996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勾勒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结构，把

为人民服务作为核心，把集体主义作为原则，把“五爱”作为了社

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作

为着力点，至此，“四个一”便构成我国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2006

年 3 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

耻” 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到了道德价值观的高度，是对“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体系”内容的新发展。2019 年，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中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7]可见，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作为道

德行为准则的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历来把报效祖国、服务祖国、为

民族捐躯视为 大光荣。古今中外，人们总是把救国、兴国、报国、

强国看成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把卖国、辱国、祸国、叛国视

为 不道德的行为。 

其次，体现为一种政治准则。一方面，从政治层面讲，是否具

有家国情怀也是判断个人或团体行为好坏的政治准则。政治属于上

层建筑范畴，这一范畴既有设施层面的政治即物化政治，也有文化

层面的政治即思想政治。而政治准则则是指一定的国家、政党对人

们的阶级立场、社会信仰等与政治有关的思想行为的价值标准。作

为政治准则的家国情怀，要求人们无条件绝对地服从统治权威力量，

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发展，信奉社会核心价值观。作为道德准则的

家国情怀，也是政治准则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准则的

家国情怀，也是家国情怀道德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把人们自然流

露的家国情怀当成一种对国家的政治情怀，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

高境界的家国情怀。同样，家国情怀的道德要求同国家政治也是紧

密相连不可分离的，因而，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道德

结构中也是居于 高层次的。于是，便有了个人或群体爱国家的政

治情感和政治行为，既关系到是这个人或这个群体道德人格的完善

程度，也关系到他们的国家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作为中华民族

特有的家国情怀，不仅要强调家国情怀的政治要求，还要把政治层

面的关于家国情怀内容的道德准则从道德规范体系中单独分离出来

作为一种政治准则，尽管道德准则与政治准则的基本的内容规定没

有实质性改变，但分离出来的政治原则的家国情怀性质却发生了根

本改变。作为从道德规范体系中分离出来的政治准则的家国情怀，

不仅要求社会成员或群体自觉执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党还要用国

家政策、纪律、章程等形式把它固定起来，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

来保证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 

后，体现为一种法律规范。法律是伦理的底线，它所特有的

强制力为实施家国情怀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提供法律保障。法律

规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现的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层面的家国情怀，是依靠国家法律的

强制力来保证个人或群体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第 2 章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

团结的义务，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有责任抵抗侵

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整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义务，等等。

若社会成员有违反这些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

裁。作为行为规范的家国情怀，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作为法律规范

的家国情怀，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它可以通过道德良心、社会舆

论、风俗习惯的力量促使人们履行家国情怀的法律义务，遵守和执

行家国情怀的政治原则，同时，为贯彻实施家国情怀的政治准则和

法律规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政治准则的家国情怀，实质上

属于家国情怀道德准则的 高形式，只不过是依靠国家行政的力量

来实现；作为法律规范的家国情怀，实质上属于道德准则的底线规

定，只不过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实现。 

四、结语 

通过从情感、文化、行为三个向度对“家国情怀”深刻内涵的

解读，我们发现，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需要厚

植时代新人的家国情怀。近年来，在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征程上，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激荡，

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成巨大挑战，这些被

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其实质就是掩盖西

方价值观和政治观的渗透。因此，当前形势下，更需要对中国青年

厚植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从情感的崇高性、道德的一致

性、实践的真实性和理想的终极性等特质看，家国情怀与思政课的

教学目标是契合的，因此，有必要将家国情怀融入在思政课教学中，

但融入过程中需重视三点：一是要讲清楚家国情怀的时代性特征，

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具体内涵会随着特定的物质环境变化而发展。

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秉持家国共兴的价值追

求，不断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三是要将家国

情怀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

看待，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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