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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爱国主义教育语境下培育青年国民心态有利于青年的爱国认知、情感和行为更合乎国家发展所需，为

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新时代青年的主流国民心态趋于正向、沉稳，与社会、国家的要求相一致，

同时也出现了如淡漠、功利、摇摆心态等偏差问题。因此，为防范偏差问题的产生，培育青年健康的国

民心态，就需要从青年的思想、能力和行动三个方向出发，真正使得当代青年担当起时代重任，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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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he mentalit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ir patriotic cognition, emotions, and behavior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 mainstream national mentalit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ends to be positive and stabl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deviation issues such as indifference, uti-
litarianism, and swaying mental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eviation is-
sues and cultivate a healthy national mentality among young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young people’s thoughts, abilities, and actions, truly enabling con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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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y youth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and achiev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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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仍然是各个国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而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的

对象上尤其关注青年群体。对青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党对青年的关心和重视的体现，也是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青年作为最朝气蓬勃的群体，其心态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随着《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发布，“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本书编写组，2020)
为当下培育青年的国民心态提供了指引性目标。基于爱国主义教育语境研究青年的国民心态培育问题，

有利于探寻当下青年群体的国民心态背后折射出的爱国主义教育现状，助力青年成长成才，也同时能够

更好地帮助青年一代理解和践行爱国主义，从而更好地承担起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2. 青年国民心态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爱国主义

情感和意识的培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关于爱国主义，学者张红飞认为“爱国主义是树立热爱祖国

并为之奉献的思想追求”(张红飞，2021)。学者李琼认为“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

积极认同和支持的态度，反映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李琼，2017)。已有相关研究对爱国主义概念本

身的解读非常丰富，也有部分学者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阐释或定义，如学者崔健就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

概念阐释，指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注重通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国情教育国民的国家

认知，建构深层国家意识(崔健，2020)。学者杜玉珍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既包括通过一定方式自觉产生爱国

主义行为的主体客体化，同时还包括将爱国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意识完全内化于心的对象主体化，是一

个知、情、意、行的统一体(杜玉珍，董可怡，2022)。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指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

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心态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是指个体对外界客观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心理反应。国民心态是“国民看

待和评价自身与世界，尤其是面对重大事件时所普遍呈现的一种认识倾向、心理倾向、情感倾向的‘集

合’”。国民所指的是我国的公民，而青年国民是指公民中的青年群体，根据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 年)》的规定，青年所指的对象为 14~35 周岁的公民。在爱国主义教育语境下的青年国民心

态是指青年看待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有关国家的重大事件时，在认识、情感和行为上呈现出来的综合心理

反应，主要表现对国家重大事件具有一定态度倾向的意见、评价、观点和行为。 
当代青年的主流国民心态趋于正向、沉稳，与社会、国家的要求相一致，青年群体主要为“95 后”、

“00 后”，这个年龄段的他们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能够为祖国和人民贡献

智慧和力量。我们平时更多看到朋友圈里总是会被赞美祖国的文章刷屏，B 站弹幕上常有人发出“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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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家”的感叹，微博热搜上也频频出现“中国”字样等等，可见当代青年在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当今我们也随处可见青年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身影，无论是扎根

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学成回国的海归学子、科研攻关的青年专家、勇立潮头的互联网创业者，还是努力

在知识海洋里奋战的青年学生、坚守岗位默默奋斗的快递小哥，当代青年正以蓬勃向上的青春面貌，更

新着中国印象。青年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国家发展的主题叙事中，将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时

代进步的澎湃潮流。但是杨宜音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下，尚处于身心发展

逐步成熟时期的青年其爱国认知、情感和行为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导致他们的国民心态出现偏

差问题。 
现如今我们国家已经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爱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

不可分，因此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必须认识到爱国是每个人心中最崇高的价值信念，必须提高自己符合

时代要求的能力，必须牢记时代使命和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 

3. 青年国民心态的出现偏差的类型及表现 

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促使了各式各样的青年认知偏差问题的出现，而青年是国家发

展的主力军，是民族的未来，对这一群体心态的关注和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社会心理学

领域，社会心态一词被广泛地使用，但其概念内涵存在着“多而不严”的现象，马广海认为社会心态是

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

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马广海，2018)。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

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

总和(杨宜音，2016)。本文通过分析典型社会事件中青年的态度、行为表现，对青年国民心态出现偏差问

题的类型及表现进行总结、归纳，并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偏差问题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心态： 

3.1. 淡漠心态 

淡漠心态是指个体对社会现象、事件缺乏热情的心理表现。它主要是来源于个体对于当前社会发展

的消极认识，导致个体在理解社会事务上出现一种冷漠，不关心的态度倾向。青年在国民心态中的的淡

漠心态主要表现在贪图享乐，被享乐主义紧紧束缚，在意志上缺乏报国的理想追求。享乐主义最早出现

在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学说中，认为享乐是人类最重要的追求，享乐主义是所有动作皆可被一个人会产

生的享受与痛苦所决定，力求将享乐与痛苦的差距增至最大。享乐主义就是在面对痛苦、苦难时的怯懦

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在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大众逐渐的

被资本主义消费思想所束缚，资本家通过广告宣传，大众媒介等被人们的需求完全的歪曲了，正如弗洛

姆所言：“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

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马尔库塞，弗洛姆，1998)。人们永远处于一种饥饿的消费之中，追求虚

荣和假象，真正的“用”被人们抛之脑后。 
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社会面临着的大量西方文化的侵入，其

中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正在侵蚀着青年大学生群体。溺于享乐主义思潮的大学生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去

追求自己向往的物质生活，成日里吃喝玩乐，甚至是超前消费去购买自己能力之外的大牌衣物、手机和

电脑等，以及在社交场合中讲排场、摆阔气、爱虚荣。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将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

单调乏味的书海里，打着“再不疯狂就老了”的旗号挥霍青春，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最终碌碌无为的

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他们逐渐的在物质生活的“温柔乡”中迷失自我，忘记了人生和学习的真正价值

和目的，更不要谈爱国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早已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仅仅去追求物质上的奢靡。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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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主义本身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它侵蚀着青年，阻止青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阻止青年发挥自己存在

的价值，也在侵蚀着整个社会，扰乱我们的社会风气，阻碍着社会进步。 

3.2. 功利心态 

功利心态是指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忽视正确价值观和手段的行为。在爱国主

义教育语境下的青年的功利心态主要是指为了得到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完

全忘却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利益，最为典型的就是功利主义群体。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

大善”的行为，即不考虑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和手段，仅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于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如果能够增加最大快乐值，则为善，反之则为恶。换言之，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就是要把个人利益的实现

建立在公众利益至上，认为个人利益才是人类生活的基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当代青年在物质生活

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并没有带来精神生活的富足，相反还出现了功利主义这种价值观上的扭曲,尤其是在

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下，部分青年开始追求自己的私欲，爱国主义精神搁置一旁，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国

家利益至上。 
在青年大学生中，主要表现为唯利是图和唯钱是图，很多青年大学生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不顾道德

的底线和法律的规定。“学术妲己”等热词逐渐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很多青年大学生为了顺利毕

业或者是评奖评优甘愿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采用近乎违背伦理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放

弃了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信仰依已然坍塌，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他们在

对一己私利的追逐中，完全抛弃了对自身的超越和对国家的关心，高尚的价值理性沦为庸俗的物质主义，

表现为满足与个人的物的，感性的刺激，从而直接导致了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丢失或扭曲。 

3.3. 摇摆心态 

社会心理学中的现状启发式理论是摇摆心态的理论来源。由于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信

息复杂且答案不明显或者条件不确定时，人们常常使用启发式快速省力地做出决定。在当前碎片化阅读

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的摇摆心态主要表现为不加分析和研究的去理解国家的历史，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

益产生冲突时出现不确定的态度倾向，甚至是在西方一些错误引导下，站在国家的对立面来解读历史，

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

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在当代社会中，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错误的价值观念先行，用一种符合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错

误价值观去歪曲甚至是丑化我们的历史，将党史、国史、军史描述成一部争权夺利的野心史、党内斗争

史和人民苦难史，制造谎言，虚构事实。第二种是披着学术研究的虚假外衣，对我们的历史资料进行断

章取义、不究意义的挖掘和整合，作为建立一种虚无历史的手段。第三种就是以所谓的“重新认识”去

丑化和诋毁英雄人物，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历史进行胡编乱造，放大其缺点和局部事实，甚

至是以今天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西方思潮的侵入，青年大学生会面临多种信仰的选择，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催化

下，很多人都会被西方的价值观所诱惑，最终侵蚀掉民族信仰。在当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青年似乎正处于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中，忽略浏览详实的内容，缺乏对历史来龙去脉的理解，加之历史虚

无主义在网络上的侵蚀，容易出现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进行否定，对西方文

化产生过度崇拜，痴迷于错误的价值认知。当代青年在面对学习压力时，也容易衍生出一种自我嘲解的

“丧文化”(张晓庆，2019)。“丧文化”本质是一种压力的自我排解，但是也在慢慢的演变成一种在历史

虚无主义催化下的消极历史观，会导致青年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的丧失，难以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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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确的认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真正的根和基础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如果将自己国家的历

史和文化都否定了，那么当代青年大学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又从何谈起呢？爱国主义精神的践行和

传承又怎么能付诸实施呢？ 

4. 培育青年健康国民心态的路径分析 

4.1. 增强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培养青年理性包容心态 

爱国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观念认识，因此要提高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就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爱

国立场和培植青年的爱国意识。 
正确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厚植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能够对爱国主义的践行起到保障作用(张智，李金

平，2021)。《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也就是

说要求当代青年一方面要尊重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爱护我们的国家和骨肉同胞，另一方面要在真

切感受祖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敞开怀抱，尊重和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一定的思想和观念体系与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可分割(王金玉，2021)，爱国主义精神是意识形

态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是在任何时期开展爱国主义行动的第一要义。在当

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国家对于青年

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的贫穷落后到如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充分证明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密不可分的。基于部分青年尚不稳定的爱国情感以及对

社会责任的淡化等偏差问题表现，通过开展系统的爱国主义理论教育培植青年自信、理性和包容的国民

心态，有利于提升青年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王珺颖，2023)。除此之外，青年在平常的学习中应该

多阅读历史书籍和文献等，从而深入正确的了解国家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尊

重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国家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2. 锻炼自身的本领，培养青年“强国有我”心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都处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爱国并不是空谈，也不是喊喊口号，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必须锤炼好自身的本领，掌握自己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用自身专业的知识储备去建设国

家，做到“打铁还须自身硬”。在掌握专业课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还应掌握国际语言，追上时代发展的

脚步，了解科技发展的进步，能够为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对话打好坚实的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青年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典型的代表就是“饭圈女孩”和“帝

吧网友”等爱国团体，他们利用网络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与西方媒体以及分裂分子谈笑风生，做到了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其中 00 后的孙文烁也是“帝吧网友”中的一员，虽然他年龄仅仅只有 22 岁，但是在网

络舆论阵地这一暗涌四起的地方，已经成长为一名奋战多年的“战士”。他自发地在网络上组织青年网

友传播社会正能量风潮，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弘扬“四个自信”，多角度地展示青

年一代的风采。不仅如此，孙文烁还积极投身基层志愿服务，依靠新媒体制作平台宣传扶贫政策和组织

公益扶贫活动，利用新媒体传播扶贫的声音。孙文烁是当代青年爱国的缩影和典范，他不断地锤炼自身

的本领，心中永远有一种“强国有我”健康心态，用自身的本领和知识投入到爱国中来，用实际的行动

践行爱国主义。只有新时代青年保持一份“强国有我”的健康心态，并做到自身本领过硬，才能为国家

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在面对冲突和纷争时从容不迫，无所畏惧。 
在“强国时代”把培育青年的“强国有我”心态视为青年学习氛围的主旋律，能够使原有的各种积

极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部分青年的淡漠心态、摇摆心态，营造青年争当“强国一代”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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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觉爱国主义的行动，培养青年“实干”心态 

爱国主义最终体现在具有现实价值的行动中，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及其矛盾的解决，单靠在校

园的教育和引导是有限的，高校可通过丰富社会实践内容更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鼓

励他们用开放的眼界、宽广的胸襟看待国内外社会热点事件，并结合自身实际树立健康的国民心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内外风险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当代青年应在思想上理性

爱国的基础之上，不断锤炼自身的本领，最终将心中的爱国之情转化为自觉的爱国行动。当代青年践行

爱国主义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学习上，青年应该勤奋进取，锤炼自己的本领，在掌握好自己专业

课知识的同时向其他方向拓展。其次，在生活上，青年应该爱护祖国的一草一木，爱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从小事做起，杜绝浪费，不破坏祖国的生态环境，为建设良好的国家内部生态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

在工作中，青年应该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同时还应积极投身基

层志愿服务中去，帮助自己的同胞，为国家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青年还应时刻关注祖国

的发展和关心周围的同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把爱国之情融于祖国

日益繁荣发展的宏伟事业中，逐渐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积极实践，让自己的

青春力量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神圣事业中绽放绚丽之花。 

5. 结语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的成长成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现在是青年发展的大好

时机，也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提出更高的时代要求。青年只有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认真学习爱

国主义教育，把爱国之情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之路深度融合，做到人生方向和党的

方向、人民的方向高度统一，才能够培养出健康的国民心态，真正地践行爱国主义，将青春才华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中热烈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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