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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国主义是一种把关心和维护祖国荣誉、利益，以及把推进祖国文明进步、献身祖国人民幸福，作为
自己的政治选择和道德取向的无比高尚的思想理念。
它是历史文明的沉淀，是经由数千年传统逐渐巩固起来的一种对祖国无比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情感的集
中表达，是在处理个人与祖国关系方面所显现出来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进步的政治追求的思想光辉。
它是一种推动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抗御外敌、战胜灾祸、克服困难、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
。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励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
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又强调说：“对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来说，首先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在我
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更应如此。
”可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是摆在思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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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从教育的视角，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教育
传统及外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涉及爱国主义教育最基本的原理，如爱国主义教
育的本质、内涵、目的、任务、基本特征、内在机制、基本原则、现实境遇、对策，以及爱国主义教
育的现实路径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对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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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桂莲，女，湖北荆州人，1972年出生。
1999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的研究。
现主持国家社科蔡金青年项目《新时期我国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研究》、湖北省教育厅项日《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研究》等课题。
曾先后在《湖北社会科学》、《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新德育）、《唐都学刊
》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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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一 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二 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意义（一）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自身理论
的完善和发展（二）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支撑（三）有助于团结全国人民为维护
祖国利益共同奋斗（四）有助于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培养塑造三 本书研究的思路和基本理论问题四 本
书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一章 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
一）爱国必须首先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二）国内各阶级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三）爱国主
义必须与共产主义相结合（四）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二 列宁斯大林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思想（一）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二）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
民族的独立（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四）为实现、保卫和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作贡献三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一）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争取民
族独立与祖国统一（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三）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增强民
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四）坚持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第二章 中国历代爱国主义教育的
优良传统一 先秦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一）关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教育（二）关于“天下为
公”的思想教育（三）关于“革故鼎新”的改革创新意识教育（四）关于博爱大众的“仁爱”思想教
育二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一）关于忧患意识的教育（二）关于治国以修身为本的教
育（三）关于“协和万邦”的教育三 宋至鸦片战争前夕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一）关于“精忠报国”
的教育（二）关于“经世致用”的教育（三）关于崇高的忧乐观教育四 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传
统（一）关于献身祖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教育传统（二）关于知耻兴邦、御辱振邦的教育传统（三）
关于树立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教育传统（四）关于科技富民、科技强国的教育传统五 现代中国的爱国
主义教育传统（一）关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教育传统（二）关于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
合的教育传统第三章 外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一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经验借鉴（一）美
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二）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给我们的启示二 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教育及
经验借鉴（一）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二）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启示三 韩国
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经验借鉴（一）韩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二）韩国爱国主义教育给我
们的启示四 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经验教训（一）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二）日本爱
国主义教育的启示五 新加坡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经验借鉴（一）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二）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第四章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任务和特征一 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和任务（一）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三）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四）培养“四有”社会主义公民二 爱国主义教育的特征（一）爱国主义教育与社
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的一致性（二）情感教育的认知性、情信意等心理活动的统一性和心理需
要的满足性（三）接受教育的无条件性和教育过程的长期性第五章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机制和基本原
则一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机制（一）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机制（二）社会影响和学校教育的双向互
动机制（三）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整合机制（四）教育激励的“需要行为”引导机制二 爱国主义教育
的基本原则（一）现实适应性原则（二）层次遵循性原则第六章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一 新时期爱阔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二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面对挑战应采取的对策第七章 认清新形
势，努力开创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局面一 要发挥社会合力作用，共同为爱国主义教育贡献力量二 要在
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上下功夫三 要使爱国主义教育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精神支撑参考文献附录一 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二 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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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
爱国主义作为凝聚民族精神、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最鲜艳的旗帜，被中外的历代统治者所
重视。
江泽民曾指出：“对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来说，首先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
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很重视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更应如此。
”然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内涵。
现阶段，我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如何传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振奋民
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团结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仍然是我们亟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 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
”而一个研究领域特殊矛盾的确立，常常牵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以本课题为例，其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因此，科学把握“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乃是进行本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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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该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答辩时各位答辩委员的意见修改而成的。
当该书最终完稿并交付出版时，虽然已经博士毕业一年多了，但心中仍然不能感到轻松与满足，而是
怀着一种深深的忐忑和凝重。
聆听南望山的虫鸣鸟语，瞻仰校园内的化石遗迹，仍然难以平静的是珞珈山的求学之路。
选择到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种对本专业的执著和热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早在湖北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导师陈少岚先生就教导我们，学术研究是一项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的艰苦事业。
自从选择走上这一条道路，我就一直铭记着他的谆谆教诲。
所以，在考上武汉大学的博士时，面对工作和学业的冲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工作。
在读博士的三年中，我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评聘高一级职称的机会，还有我的爱情和家庭。
我曾经引以为自豪并为之付出十年青春的丈夫在这期间离我而去，尽管我也明白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最
大的不幸，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平静接受。
人生的支点缺了一点，至少我还有我的信念和儿子。
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我遇到了很多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坚强地走过了这艰辛的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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