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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青年爱国行为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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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  312000） 

 
摘要：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被

继承、弘扬、发展。然而，在树立了普遍的爱国意识之后，由于缺乏理

性认识，当前青年爱国的行为仍然存在着偏差现象。本文将深入分析当

今时代的爱国现状，思考如何树立理性爱国意识，付诸理性的爱国行为，

进行良好的爱国引导，探索正确的理性爱国路径，以求为丰富爱国主义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现实基础，促进对理性及理性爱国教育

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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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对我国历来发展和进步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作为祖国未来的希
望，他们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形
象，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当代青年爱国
行为的现状出发，在思想上、行动上强调青年对爱国主义的理性
认识和行为，多角度探索以实现理性爱国的正确路径。 

一、当代青年爱国行为的现状 
爱国主义，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是在社会

实践中逐步产生的。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
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①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理性爱国
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如今，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
梦的责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到了年轻人的肩上。当代青年是一个初
入社会，极富有激情和爱国热情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爱国主
义更是一种感性的存在。随着时代发展，各个各样的文化思潮冲
击着生活，当代青年的思想也受到多种文化的交叉影响，这对于
自身的爱国行为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对于普遍青年人而
言，迷茫，焦虑，冲动等情绪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占据了他们的内
心。一些思想单纯，行为激越的大学生，很容易就采取了错误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丰满的理想和不太如意的现实之间
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矛盾和危机。青年们在寻求多种方式热情
地表达自己的爱国诉求的同时，质疑也会随着理性思考逐渐产
生。学者江方俊说：“理性爱国主义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体，核
心在于理性。没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感性的爱国主义就不会全面
持久。”②爱国主义最初是自发的、朴素的和感性的。但随着时代
发展，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被丰富，我们慢慢地开始更加
强调理性，强调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爱国的意识的强化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采取了正确的爱国
行动。为了解当代青年爱国行为的现状，课题组以绍兴文理学院
为例，随机抽样了 4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大
学生都具有爱国意识，但大多数为“不作为型”、“从众型”、“片
面型”、“冲动极端型”，此外仍有少部分体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属于“无所谓型”。然而，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爱国是不够的，
爱国主义教育并不仅仅是让学生树立爱国意识，而是进一步的教
会学生正确的爱国意识，如何去爱国，如何付诸实践，让学生们
对国家的爱通过行动理性表达。 

我们要具备爱国的理念和品质，更需要有理性心态和行为。
在你有为理性爱国真正做出行动吗这一问题上，调查数据显示绝
大多数大学生是有行动的，只是存在行动频率的区别。有过一两
次行动的占比最大，为 39.7％；其次是占比 26.36％的总是有所
行动；也存在占比 9.39％的经常有所行动。除此之外，存在着
24.55％的大学生没有行动。如何将爱国信念付诸行动，并引导

行动走向理性化，这是当前亟需思考的问题。 
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面对这些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的教育和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理性爱国的教育和引导 
加强理性爱国的教育和引导，需要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入

手。审时度势，正确判断最主要国家利益是理性爱国的出发点；
深思熟虑，选择合理合法的途径表达爱国呼声是理性爱国的落脚
点。让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推动当代青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提高当代青年在思想上的认识 
思想是行为的前奏。进行爱国主义行为研究，首先要落实爱

国主义思想，引导人们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现状，提高当代青年对
爱国主义的认识。一旦选择错误或认识不够清晰，很容易就走向
了非理性爱国主义的歧途。 

首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理性爱国。人民日报中有一段有关
理性的界定：“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着眼点，合法有序地
表达，就是理性”。③这句话意味着在对国家民族怀有的浓烈情感
的同时，这种情绪是清醒的、受理性制约的。尽管每个人对国家
有着无法言说的爱，但不能因为处于爱的名义而做有损的事。要
学会理性地调控自己的行为。即在面对他国的时候也能不卑不
亢，和平共处，而不是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以爱国的名义做一些
有损国家形象的极端事情，这是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表现。
真正的爱国不仅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和个人情操，更是一个国家国
民素质的体现。 

提高当代青年在思想上的认识，关键在于加强理论教育。教
育者需要有智慧地进行引导，加强学生的世情国情教育。它以传
统思想政治课堂教育为载体，以各种爱国主题的讲座为辅助，让
青年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爱国的力量。通过理论教育，引导广
大青年充分认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正确
认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关系。强化理论教
育，可以通过更丰富的案例提高大学生对理性爱国的认识和非理
性爱国的危害，联系最新的时政热点，例如最近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教育者可以因此开设有关五四精神的专题课程，可以发挥
思想政治主阵地主渠道作用，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构建理性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当前，随着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不断发展，展现出了
光辉的前景。爱国就要把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有机统一，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
国，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④ 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当拥有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更加便捷的信息通
道，更宽广的社会舞台，就更应当以奋斗的姿态去迎接人生的挑
战。 

（二）对当代青年在行动上加强引导 
落实理性爱国行为是思想上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加强当代

青年在行动上的引导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主动自觉地进
行实践活动提升爱国责任，另一个是潜移默化地通过网络传媒提
升爱国自觉。 

1.推进实践活动，主动自觉提升爱国责任 
大力推进实践教育活动，有利于广大青年深入认识，提高认

同感。可采取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爱国精神为主题的宣讲活动，
以理性表达为主题的晚会、团日活动，组织走进革命老区的社会
实践活动、前往乡村的调研活动、志愿服务等等。在各种各样的
实践中，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强化，爱国意识不断增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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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培养了青年实践者自身的知识，也让更多学习者渲染了爱国情
怀。 

此外，当代青年还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的组织，平和
的情绪来参与活动，例如写一些理性爱国的文章并适当发布于网
上号召群众；在同样的物质需求的时候，提前考虑国产货；号召
周围的人理性爱国，减少盲目现象的发生；在网络上发表维护国
家利益的正当言论，在生活中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针对时事发表
中肯意见，努力学习让祖国更加富强，从身边小事做起让祖国更
加美丽。当代青年正处于拥抱着青春年华的时候，爱国也并不遥
远，努力学习是爱国，追求和平是爱国，保护环境也是爱国。 

2.加强网络建设，潜移默化提升爱国自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越来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

络传媒以其自身特有的优点，在人们的日常学习、社交生活中占
有重要地位，通过网络关注国际热点也是理所当然。加强网络传
媒建设，发挥舆论正面作用，可以避免传统教育中单一空洞的说
教和枯燥无味的理论灌输。对于青年人而言，他们对于网络接受
度更高，通过声色俱全、图文并茂的冲击会更加易于接受。 

在这一方面，学者朱琳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通过隐性教
育方式将理性爱国内化为青年学生的内在自觉。”⑤这就是说，通
过潜移默化地对现在的青年进行教育，把爱国转化为大学生心中
的一种内在的认识，自己主动愿意做一些有益事。这样，当青年
具体面对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在第一时间理性分析并采取到合适
的方式。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实践教育外，网络平台无疑是新时代
爱国教育一个良好的切入口，它随着时代发展有着自身无限的增
长潜能。 

合理利用网络，让当代大学生通过对国内外在经济、科技、
生态等方面的对比来潜移默化地升华爱国主义思想。通过树立高
度的民族自尊，培养坚定的道路自信，在不断的亲身实践中，让
当代青年逐步提升对理性爱国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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