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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百年演进历程与基本经验

李平贵，胡亚兰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重视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四个历史阶段。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经验，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践；准确把握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对象；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者高度统一的

根本原则；坚持宽广的历史视野，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等。考察党百年爱国主义教育的

历史进程并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促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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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Course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Pinggui, HU Yalan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Emphasizing and strengthening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and fine tradi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 century 
of party history is a vivid history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patriotism 
education, namely: insisting on using Marxism to guide the vivid practice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key targets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sisting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 high degree of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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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ve for the Party,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love for socialism; insisting on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ing patriotism education into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tc.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Party’s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summarizing its basic experien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triotism education; evolvement course; basic experience

就个人而言，爱国之情，是一个人立德成才的

标志；就国家而言，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和中华文明长盛不

衰的基因密码；就政党而言，爱国主义教育是中

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

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1] 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成长壮大史，就是一

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史。站在百年历史的高度，

回望、审视中国共产党百年爱国主义教育历程，

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创新发展、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百年历

史演进

考察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百年

历程，关于历史分期的问题是不能绕开的，即如

何划分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百年历史进

程？百年历史分期的依据是什么？这是考察时必

须理清的基本线索和理路。对此，学界有多种划

分方式：一种是从史学的视角，可以分为革命、

建设和改革；一种是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视角，

可以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

一种是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视角，可以

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划分方法都有其

道理。笔者赞同第三种划分，理由有两个方面：

一是这种划分与党的百年历史进程相吻合，也是

学界达成的新共识，著名党史专家曲青山教授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一文中即是将党的百年

分为这四个阶段；二是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在总结党百年奋斗创造的伟大（重大）成

就时就是按这四个阶段归纳总结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重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伟大（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重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重大）成就。“七一”重要讲话和

新的历史决议是我们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第二个

百年目标新征程的政治宣言，是中华民族复兴伟

业的行动纲领，也是党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研

究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据此，本文

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党的百年历史大视野中，以

党的历史使命和伟大成就作为爱国主义的主体内

容及其教育重点，把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

百年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主

义教育是由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政治变革

的主题延续生发而来。1840 年的鸦片战争，西方

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遭遇了“三千年之大变局”，

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外来侵略引发

的民族危机与本国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阶级压迫，

使得近代以来爱国主义内涵由战前反对民族分裂

和压迫、反抗封建专制统治转为战后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富裕。从此，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

的两大历史任务。由此，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

就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陈独秀发表《爱国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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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心》一文，深刻指出：“爱国者何？爱其为

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2]147，“国

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2]150，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政治主张，

要建立的是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的

新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

动密切结合的产物。党成立初期，就十分注重开

展工人运动和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的一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党

应当“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

的思想”[3]，以此来唤醒工人群众的爱国觉悟。从

1922 年至 1927 年期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

动高潮，展现了党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威力。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爱国

主义教育主要围绕创建人民军队和建立农村革命

根据地这一救国救民新生力量和新颖方式而展开。

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爱

国主义教育的宣传鼓动作用，中共六大指出：“现

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

实施工农兵群众之政治训育”[4]，致力于扩大人民

群众基础、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同时，中国共产

党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政权，向人们初步展示党追求的国家政权主张，

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紧紧围绕抗战

而展开。全民族抗战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展开

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毛泽东指出：“中

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

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5] 同时，

针对日本侵略者“抗日必败，再战必亡”的思想

入侵，我党坚持洛川会议“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方针，动员一切力量，

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外来侵略、

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极大地激发

了群众保家卫国的爱国之情，党的爱国主义教育

汇聚了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爱国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由国民党将中国引

向黑暗、或者由共产党将中国引向光明的两条道

路的抉择，这一抉择集中表现为建立什么性质国

家的斗争。对此，中国共产党勇于承担历史使命，

一方面加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以形势与任务为

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全党和全国人民

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6]。另一方

面，鼓励群众参与土改、生产和支前作战，形成

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将中国引向光明

前途汇聚力量。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

爱国主义教育为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

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大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政党。党开辟了在执政历史条

件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接

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7]，

社会各项事业都百业待兴。同时，在外部又面临

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在这样的背

景下，党在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的基础

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转为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

执政地位的认同与肯定，对社会主义国家、对社

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认同与热爱，使全国各

族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一致，为建设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49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爱

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8]，第一次将

“爱祖国”提升到国家根本大法层面的高度并作

为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为赢得建设社会主义国

家的稳定社会环境，党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废除

封建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三

大民主运动以及“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

动等结合起来。仅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自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2 月，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党

中央先后四五次发布“关于开展抗美援朝爱国宣

传的指示”，明确把“抓紧美国对台湾、朝鲜的侵略，

特别是我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并获得伟大胜

利的时机，扫除一部分人民（主要是城市人民）

心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确立对美帝国主

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立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

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 [9]。广

泛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激发了全国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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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签

名活动、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捐献战争物

资等形式参与抗美援朝活动。“在波澜壮阔的抗

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

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

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

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

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

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10] 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教

育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接受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党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政策，认清自身发展与国

家建设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将爱国主义教育聚

焦青年学生，明确提出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具体要求与工作目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从党的八大到“文

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中，这一阶段党的爱国

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

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规模群众性运动

的方式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所迸发的“激情”“火

热”“梦想”“纯真”，化作了广大人民群众建

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天干劲。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百年辉煌历史中

具有深远意义的又一次伟大转折点，中国社会实

现了从“封闭僵化”到“改革开放”的全面转型，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

时期。经过三十年的顽强奋斗，党团结带领人民

实现了从站起来迈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时

期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主要内容，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总

是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需要的。随着党的工作重

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及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宏伟战略目标的提出，爱国主义教育

的主题实践也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其目的

非常明确，“我们对国家的爱，要让我们的国家

发达起来”[11]。

1983 年 7 月 2 日，党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宣传教育的意见》，明确了经常性的

爱国主义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障

作用。这是党中央首次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标

题下发的专门性文件，从而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地

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仅仅有物质层面的指

标要求，而且要有社会文明和人们思想道德素质

的不断提升。为此，党中央于 1983 年、1984 年连

续两年下发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性文件——《关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

见》，将以“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

1991 年党中央颁布《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要求各

地利用丰富而具体化的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热爱

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通知》

的出台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形式由单纯抽象的理论宣传转变为生动具象的感

性认知，使人们在通过文物了解历史、赓续传统

的同时增强爱国情感。

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对新时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意义、指导思想、教育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

重点对象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作了明确规定。这

是加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指

导性文件，也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

爱国主义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1995 年 3 月民政

部在全国设立了第一批 100 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6 年 10 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命名和向全国中

小学推荐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通知》，要求

通过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

这是落实《纲要》提出的“把青少年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重点对象”之精神的重要举措。

2001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并将“爱国守法”纳入公民道德的范畴，

作为公民对国家最首要的道德义务，有力地促进

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4 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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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提出在全国范围深

入开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伟大建设

成就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中共十七大至十八大，党把爱国主义教育置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中，对爱国主义教

育重视程度日益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对社

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定位，这一定位

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巨大发展，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我国已踏上迈向

强国之路的新征程，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历史使命。新时代、新使命赋予了爱

国主义教育新要求、新内容、新任务。“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鲜明主题。”[1] 这就是说，这一时期党的爱国

主义教育以“强国”目标为主题，聚合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中共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进一步凝练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且将“爱国”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位，

作为公民个人层面最根本的要求，为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理论上把爱国上升

为一种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层面推进爱国主义教

育的整体发展，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发展。

2015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第

二十九次集体学习，学习主题为中华民族爱国主

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就当代

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精神实质、突出特点

和基本要求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此次讲话精神，2016 年 1 月，教育部党组印

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

意见》，各类学校结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

广大学生中深入地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

主义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者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内在要求。这是党中

央再次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聚焦青年学生。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

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

强调，“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进一

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12]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领

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强国”目标的指导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强国”目标的

制度基础。同年 9 月，党中央将爱国主义教育融

入时下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之中，提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学习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的光辉历程和光荣传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切实做到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自觉践行初心和使命。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纲要》紧紧围绕“到 2050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党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的主体内容、具体举措等作了全面规划。这是继

1994 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后的又一指导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相比于后者，

新的纲要更加全面、细致，将爱国主义教育提升

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 中国共产党百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

本经验

历史事实虽是过去的存在，但过去的事实存

在有其启示当前和未来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历程，既是人民涵养爱国之心、育成爱国精神、

践行报国之志的历程，又是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不

断发展和创新的历程。百年来，党通过对爱国主

义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积累了丰富经验，

这些经验为促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提

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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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是构建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体系的根本

前提。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科学

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开放性的理

论，不仅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

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对于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新型无产阶级政

党——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及其

政党之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最根本的标志。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使中国共产党十分明确爱国主义的目

标对象，即爱什么样的国家。相比于原始社会爱“部

落”、奴隶社会爱“城邦”和封建社会爱“皇权国家”，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的爱国指的是爱“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是党百年爱国主

义教育实践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从中共一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到 2019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纵览我们党百年历程中颁发的各种指导

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工作的文件，都可以看到，党

以各种不同形式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与教育，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

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爱国理念，不同时期

爱国主义教育有不同的“主题”，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救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的兴国”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

富国”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国”。

党的百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主题也生动诠释了马

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二）坚持将青少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

对象

聚焦教育重点对象是取得预期教育成效的重

要途径。回望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百年历程，

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开展全民教育的同时，

将教育重点对象全力聚焦于广大青少年群体，注

重将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全民教育，具有教育的群众

性与广泛性，又要把握教育重点对象，突出教育

的针对性与特殊性。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看，青

少年群体是社会、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价

值取向与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国家

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

青少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13]。从个体成长

的历史性看，青少年是一个人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是个人“三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因此，

把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对象聚焦于青少年群体，

是党基于青少年之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所具有

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认识的科学选择。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对此有诸多经典论述。列宁在谈到青年

团的任务时指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

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14] 青年毛泽东曾发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

干，谁干？”[15] 的豪言壮语。习近平认为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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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3。五四

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爱国

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其就是由

青年学生发动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 13 位代表，平均年龄 28 岁。遵义会议

前后，党和军队的各级负责人，大多在 30 岁左右。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成

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的生力军。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1954 年 6 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改

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

次以文件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聚焦青少年上升到

政策层面。1994 年和 2019 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再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指明了爱

国主义教育重点对象是青少年。

将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对象聚焦于青少年群体

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是

核心场域，课堂是重要阵地，课程是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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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青少年的特点，以学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主阵地，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三进”（进课堂、

进教材、进头脑）工作，既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

理论课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关键课程的关键作用，

也要认真挖掘各类学科专业课程蕴含的丰富的爱

国主义教育资源，做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

发力，协调配合，有机衔接，形成爱国主义教育

的巨大合力。

（三）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大重要政治成果和重要法宝，

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是党的

百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基本经验。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在此基础上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

日起就肩负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为完成这两大历

史任务而奋斗的百年中，党始终不断加强对全国

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与各阶级、阶层、

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精诚合作，爱国主义教育与统

一战线始终同向同行。各阶级、阶层、党派和社

会团体，基于爱国主义基础而聚合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组织和建立的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实现

两大历史任务的巨大伟力。

历经百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

砥砺前行，党的统一战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代，爱国主义

成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加强民族团结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

国共产党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

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7]，

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

（四）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者高度统一

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百年历程表明：党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党对

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深度同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

同构关系意味着，推进和创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必须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者高度统一的

根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爱国与爱党、爱社会

主义三者的关系。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爱国主义，只有具体

的爱国主义。就如同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而是具体范畴一样。国家既包括自然的地

理环境（位置）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口，也包括

构成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价值体系和历

史文化传统。这就是说爱国不仅仅是爱生于斯长

于斯的山山水水等自然风光和人民，也内在包含

着对于国家政体的遵循与维护。著名学者亚当·斯

密曾经在其名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到：“我们

的爱国心，似乎含有两种不同的情操：其一是，

对那个已实际确立的政体或统治形态怀有的尊敬；

其二是，真心渴望尽我们所能使我们同胞过着安

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18]

作为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集中表达的核心范

畴——爱国主义，是与现代国家建构逻辑密切相

关的。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必备条件就是

聚集起内部的支持力量，即获得国家内部民众认

可的、支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而一个成熟

的现代化国家通常需要三方面的必要资源：一是

政治权威供给；二是意识形态供给；三是体制制

度供给 [19]。因此，将爱国与爱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政党组织分离开来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20 世

纪 80 年代，我国社会上一度流行“不爱社会主义

不等于不爱国”的错误言论，这种错误论调的要

害在于割裂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的辩证

关系，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对此，

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

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

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

呢？”[20]

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的高度统

一，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也是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

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16]244

这一本质指明了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三

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爱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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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爱社会主义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爱国，是

指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爱党是爱国的本质体现，没有中国共

产党自觉肩负起责任与使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是我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

必经阶段。对国家的归属感、对党的拥戴感、对

社会主义的认同感，都是爱国的情感表达。另一

方面，坚持三者高度统一，有利于将爱党根植于

民族精神之中，使人民增添对党的拥戴感；有利

于人们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增强人们爱国

情感的理性与方向性，增强爱国信念。

（五）坚持宽广的历史视野，将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历史学习教育之中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

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效如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教育内容和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将全国各族人民紧

紧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聚合推动革命、建设

和改革伟大事业的根本力量，一条重要的经验就

是始终坚持宽广的历史视野，将爱国主义教育融

入历史学习教育之中。

所谓宽广的历史视野，就是指在我们的历史视

野中，既要熟悉我们中华民族上下 5000 多年的文

明史，又要了解世界社会主义 500 多年的发展史，

也要牢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内部

压迫的 180 多年的斗争史，更要铭记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奋斗史，还要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多

年的成长史和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史。从古今

中外的文明史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汲取丰

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养分，通过生动、深入、

具体的纵横比较，讲明白、讲清楚爱国的道理，

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审视爱国主义教育，就会

深刻明白历史学习教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既自觉将历史学习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载体，又将其深度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

容之中。基于宽广的历史视野，我们可以感受中

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情

感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爱国主义

教育资源。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体会到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爱国气节，可以感知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

悲不见九州同”的爱国愁绪与“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爱国豪情。历史是最好的营

养剂，学习历史、重温历史，我们心中就会增加

许多正能量，就会积累深厚的爱国情感。

2021 年 3 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形式，是党的

百年爱国主义教育宝贵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人

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选择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最重要的领导力量、

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

百年奋斗光辉历史波澜壮阔，百年爱国主义

教育初心不变。在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作为

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的中国共

产党始终紧扣“救国”“兴国”“富国”“强国”

的时代主题，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革命、建设、

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过程，书写了中

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汇聚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硬核力量。百年爱国主义教育

历程彰显了党领导人民奋斗探索的历史主动精神，

百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党创造重大

成就的成功密码。

回望历史，意在前瞻。梳理中国共产党爱国

主义教育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是回应“新时代

开展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新时代怎样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

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现在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千秋伟业前景可期。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

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民

族复兴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青年赓续爱国主义的

优良传统，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头

脑，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党

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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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把各方

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这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呼唤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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