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 268-272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42   

文章引用: 李炜, 李琳.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性问题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1): 268-272.  
DOI: 10.12677/ae.2024.14104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的 
文化结合性问题研究 

李  炜，李  琳*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新疆 哈密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1日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文化在国际间的交融越来越明显，

各种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借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在这一趋势下，如

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其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经济全

球化为背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问题，旨在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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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
tries in the world are be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The blending of cultures among countries i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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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more and more evident, and various civilizations are drawing on each other globally. Pa-
triotism education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der this 
trend, how to carry out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enhance their patriotic feelings and 
national pride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be address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ltural inte-
gr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alysis,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 for patriot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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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引导学生在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精

神、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等方面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既包括传统的教育方式，如学习党史国史、弘扬

优良传统、塑造民族精神等，也包括现代化教育手段，如网络、影视、新闻媒体等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目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成果来看，爱国主义教育促使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国家政策、参与国家

建设等方面。但从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手段还比

较单一，需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脱节，不能很好地激发

年轻人的爱国情感。第三，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错误观念和有害信息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冲击和干扰

较大。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培养具有民族自豪感和集体荣誉感的新一

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形成长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把爱国主义教育与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社会公民教育串联起来[1]。另外，应当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各个学段，使

学生在不同的阶段都能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从而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一种稳定的爱国情感和坚定的爱国

信念。 

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与机会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等，进而相互依存和联系，在全球

范围内形成的超越国界的世界经济活动[2]。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领域都受到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包括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政治、文化等等。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和价值导向，自然也受到了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3]。 
(一) 挑战 
首先，多元文化冲击：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使得一些人对于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情感的认同度降低。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而

忽视了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其次，历史虚无主义抬头：一些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存在偏差，甚至存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认为历史是可以随意篡改和抹杀的。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历史的事实性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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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削弱了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最后，网络信息的负面影响：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使得

一些人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其中不乏一些负面信息，如极端民粹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这些

信息对于一些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二) 机遇 
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的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契机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国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可以有效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性与

实效性。 
首先，全球化的文化交融与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文化相互交融，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要素相互

传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资源，以汲取其他国家的

优秀文化元素，丰富和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

和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从而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认同。其次，跨国合作中的文化、教育与交流。在跨

国合作活动下，无形中推动了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更多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和机会。国际合

作的频繁开展下，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文化教育项目，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士深入交流，增进彼此对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加深友谊，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跨文化的

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也能够增强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再次，信息化时

代的文化传播与创新。第三次科技革命引领我们迈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兴起，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为便捷、更为生动、更为直接的传播途径。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和

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使其更加生动、有趣、具有感召力与吸引力。通过新媒

体的力量，我们可以打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让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最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

信与责任。经济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民族自立自强宝贵的机会，这是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融合的契机。

这呼唤我们对自身文化中的精华与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挖掘，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民族根脉、坚持正

确导向。要敢于在全球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文化的传

播与发展。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

展自己的文化体系。惟其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向披靡，为伟大复兴中国梦添砖加瓦，久久为功，

再立新功。 

3.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理论 

文化结合是指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在爱国

主义教育中，文化结合则是指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世界文明成果等相结合，

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方式。下文讲述在认识和热爱本国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培养爱国

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理论。 
(一)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内涵 
在文化层面上，爱国主义教育是指通过教育手段，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使其具备为国

家和社会自愿做出贡献的意识和能力。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及多元文化的

包容和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根基，需要在教育中得到传承和创新。如通过经典诵读、文化讲座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了解和传承，寓教于乐。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

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趋频繁。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注重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发展，使

学生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拓宽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学生在波诡云谲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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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明辨是非。 
(二)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强调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结构分析的视角可以从

以下几个层面来展开，涉及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结合的问题。 
首先，教育制度与政策。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结合的关键因素是教育制度和政策，政府需要制

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鼓励和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巩

固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第二，学校教育和课程层次。学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爱国主义教育

与文化的结合需要通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来实现。例如，在语文、历史、思政等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体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巨大魅力。最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

围。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的结合中，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具有突出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策略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有所延展，大到践行“三严三实”，小到“光盘行动”。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内

容主要关乎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和奋斗史，而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爱国主义教育的目光

逐渐转向中国快速发展同和平崛起。爱国主义教育使广大学生能够更加理性地面对各种“杂音”，客观

理性地分析内外因，从容面对全球化浪潮[4]。新时代以来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英明领导。如今，迈入新征程，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行动指南，高

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一下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

合策略。 
(1) 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作用，文化多元格局已经形成。但是，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不可少。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

重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载体。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名胜古迹、人文景观、民

族艺术品、传统节日等，各国的文化资源各具千秋。这些既含有历史价值，又蕴含教育价值的文化资源，

是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天然财富。通过深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相结合，

使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和形象。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提升青少年的民族自

豪感，加强他们对于作为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感。具体地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注重传承中

华民族的良好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宣讲英雄故事，弘扬民族精神；第三，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推广运用，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要素。 
(2) 注重实践性、创新性、时代性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往往以课堂灌输为主，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对教育效果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创新教育手段方式，使之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实

践性、创新性、时代性缺一不可，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与经验的积累，才能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爱

国主义情怀。因此，我们应该注重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和创新活动，如实地考察、

社会调查、革命文化节、经典讲座等，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鼓励青少年

积极参与各种创新创业比赛和活动，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活力。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利用上，学校可以通

过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等形式，向青少年展示中华文化和历史，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国家，珍

惜当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互动和合

作，发挥整体性效应，共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

爱国必须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封建末期，推翻封建，实行共和是爱国；战争时期，扛起武器，抵御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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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国；建国初期，坚定政治立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是爱国；改革开放时期，主动参与经济建设，发

扬改革创新精神是爱国。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必须紧密结合

时代特点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善于利用信息化、网络化以及各种新型媒体手段，

增强爱国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5]。 
(3) 尊重多元化和包容性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不尽相同。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与融合中，文化交流是其中一个有效的促进方式。增进对其他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加强文化交流，

进而促进其融合与发展。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秉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同时也要注重对其他

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广开言路，以文会友，以文促合作。因此，我们需要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树立正确文

化观，理解不同文化的存在，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学习环境。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

下几种措施：一是教育引导。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层面，文化教育都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人

们从小就应当养成尊重其他文化的习惯。第二，政策保障。不同文化平等发展，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予以保障。这包括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支持正向健康多元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鼓励国际文化交

流等。第三，媒体宣传。媒体是塑造公众意识的有效手段，我们能够利用媒体特别是官媒在维护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宣传和推广文明平等观。发挥各种渠道和形式的作用，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

触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四，社会参与。尊重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既是

泱泱大国的宽广胸怀，也是伟大民族的高尚品质。既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树

立大国形象，增强我国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外优秀文化交流活

动，取长补短，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 

4. 结论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问题研究，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形势面前，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不言而喻。

本文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策略和建议。

在今后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

民族自豪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民族复兴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奉献我们的力量。总之，爱

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策略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努力。通过挖掘文化资源，

强化文化认同，创新教育方式，重视文化传承，加强文化交流等策略的运用和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必定

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中国人自觉的行为导向。不可否认，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结合策略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对于变与不变的课题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守正创新，与

时俱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的结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

发力文化交流与合作，利用官媒等主要平台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理念和实践，强化文化自信和担当。惟有

这样，才能将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展现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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