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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教育：从个人归属到家国情怀

曹艺馨

常德学院　湖南省常德市　415000

摘　要：国家观教育是当代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在塑造个人归属感和培养家国情怀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本文旨在探讨国家观教育的重要性，分析其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出实施国家观教育的

有效策略。首先，文章阐述了国家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国家认同、家国情怀的概念及其在教育中的体现。接着，深入

讨论了个人归属感的培养，强调了历史教育、文化传承在其中的重要性。同时，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家国情怀的内涵，分析

了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表现，并讨论了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激发公民的家国情怀。文章总结了国家观教育对个人、

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影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建议。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国家观教育对于培养具有全

球视野、国家责任感和文化自信的公民至关重要，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繁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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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国家观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它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尤为重要。这一教育领域不仅培养个

人的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还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责任感，

同时促进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国家

观教育还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维护国家主

权和安全。通过这一教育，我们能够培育出具有全球视野、

国家责任感和文化自信的公民，为国家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

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观念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它不仅塑造个人对国家的认知，而且培育深厚的国家情感。

国家观念教育旨在深化公民对国家认同、归属和责任的认

识，鼓励从个人层面出发，逐步扩展至对国家历史、文化、

价值观和利益的全面理解。其目标是激发公民的爱国情怀，

使之成为国家发展和利益维护的积极力量。

下图是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在几个重要文件，会议，

讲话中反复提及的关于加强国家观教育的内容。同时为我们

进行国家观教育的发展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首先界定国家观念教育的核心概念，揭示国家观教

育从个人归属到家国情怀的现象，同时为教育者、政策制定

者及所有关心国家未来的人士提供一定的见解和策略指导，

以期推动国家观念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实践创新。

表 1：关于国家观的文件

2. 定义国家观的概念

国家观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领域，它关乎个人对国

家的认知、情感以及归属感的培养。从个人归属到家国情怀，

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个人认同，

社会责任感，国家荣誉感，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参与。

表 2：国家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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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国家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包括国家认同理论、社会化理

论和情感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个人与国家

关系、社会化过程以及情感在教育中作用的框架。

同时，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框架，本文主要采用文献

法的方式进行研究。

4. 国家观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观教育是培养公民正确价值观和责任感的关键，

对于增强国民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至

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而

且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培养具有国家安

全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通过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可

以提升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抵

抗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观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它对于个人、

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对国家观教

育重要性的详细阐述：

(1) 培养国家认同感：通过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

政治结构和核心价值观，个人能够培养起对国家的深厚认同

和归属感。

(2) 增强社会凝聚力：国家观教育使公民意识到他们作

为国家一份子所承担的责任，从而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

加强。

(3) 促进社会稳定：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是社会和谐的基

石。国家观教育有助于构建这种共识，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

(4) 激发爱国情感：通过回顾国家的历史和英雄事迹，

国家观教育能够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并激励他们为国家的

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5) 培养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观教育使公民认识到他

们的行为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对国家和社会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6) 提高公民素质：国家观教育传授民主、法治、公平

和正义等基本原则，从而提升公民的综合素质。

(7) 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国家观教育强调对传统文化

的尊重和传承，同时鼓励创新，以确保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

不断前行。

(8)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观教

育帮助公民理解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培养开放和包容

的世界观。

(9) 应对全球化挑战：国家观教育使公民能够更好地理

解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10) 培养国际视野：通过国家观教育，公民能够了解国

际规则和全球问题，培养国际视野，为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

治理做好准备。

(11)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观教育提高了公民对

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意识。

(12) 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家观教育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使公民认识到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与国家长远发

展之间的联系。

表 3：国家观教育的重要性

5. 国家观教育的个人归属感

国家认同感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它涉及个人与

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个体认同感的构建过程。这种教育

不仅对培养个体对国家的稳定认同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保障

国家的稳定和个体的安全感具有深远的意义。个体在成长过

程中，通过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日常生活的互动，

逐渐形成了对国家的初步认同。国家观教育对于培养个人对

国家的归属感具有重要作用。它帮助个人理解国家的历史、

文化、价值观和发展目标，从而在心灵深处建立起对国家的

认同和忠诚。通过教育，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一份

子的责任和使命，激发爱国情感，增强维护国家利益和参与

国家建设的自觉性。这种强烈的归属感是社会凝聚力和国家

向心力的源泉，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6. 个人归属感和家国情怀的区别

个人归属感和家国情怀是国家观教育中两个重要的概

念。个人归属感是一种个体对集体或社会的认同和归属的心

理状态，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家国情怀则是一

种更深层次的爱国情感，不仅包括对国家的认同，还涵盖了



教育探讨 7卷 1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32

对国家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尊重和维护。两者共同构成

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精神，但侧重点和深度有所不同。

表 4：个人归属感和家国情怀的区别

7. 国家观教育的个人归属感到家国情怀的转变

国家观教育之所以能促使学生从个人归属感向家国情

怀转变，是因为它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一体理念，强

调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国家观教育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历史使

命感，培养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情

感认同，鼓励实践参与，树立榜样作用，以及响应国家政策

推动，有效促进学生从个人归属感向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变，

激发他们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表 5 展示了个人归属感到家国情怀的转变的一些原因。

表 5：国家观教育的个人归属感到家国情怀的原因

因素 描述

文化传承 强调家国一体，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

历史使命 认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激发对国家发展的责任。

社会责任感 理解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联系。

价值引领 引导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情感认同 加深对国家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了解，建立情感联系。

实践参与 通过实践活动，体验国家建设，认识个人使命。

榜样作用 学习爱国志士和先进典型，获得激励和启发。

政策推动 响应国家教育政策，明确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

在培育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家庭与国家

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努力传承中华民族的丰富文化和崇高

价值观。我们深入领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

而激发我们对国家发展所承担的责任。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个

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及国家繁荣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致力于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深入探索

国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协助学生建立起与国家紧密

相连的情感联系。通过参与实践活动，学生能够直接体验国

家建设的进程，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角色。通

过学习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和当代的模范人物，学生能够获得

持续的动力和灵感。我们积极地响应国家的教育政策，明确

认识到培养家国情怀教育的深远意义，这是我们共同肩负的

责任和追求的目标。

8. 总结

国家观教育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怀的重要途

径，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在国家观的塑造和教育中，人们越来越把

重点放在家国情怀上。通过不断优化教育内容、方法和环境，

加强教育的实践性和时代性，可以有效提升国家观教育的成

效，培养出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和责任感的新时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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