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９
Ｓｅｐ．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９．０３７

“９０”后大学生的国家情感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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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里基本上都是“９０”后大学生，做好他们的国家情感教育，关系着学生成长、高校稳定、社会和谐和
国家发展。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转型期，以及自身不成熟的影响，导致他们对国家情感的认知和态度

出现了混乱，甚至缺失。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客观、公正地报道国情，以“国家梦”和“个人梦”的关系重塑国家情感，

让“９０”后大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里，热爱国家，愿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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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家情感的内涵
情感是人类社会的主观感情意识，是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著名情感研究者特纳说：“对情感的研

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

任何细节。”直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１］

《心理学大辞典》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现代汉语词

典》：“情感是指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

国家情感是情感的一种体现，至今没有一种统一的定义，国外学者对国家情感的理解大致认为：在

固定领土的前提下拥有某一个国籍，并且产生对本国政治、心理、文化历史的积极理性的热爱之情，进而

产生对集体、国家的认同。郭水兰在《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中说：国家情感是一定的人群

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和巩固起来的热爱锦绣河山、优良传统、灿烂文化，维护祖国的独立和

尊严的一种深厚的感情［２］。国际政治也引用情感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

伊西出版了《情感地缘政治学》，指出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表现出了“情感的冲突”，恐惧、羞辱、希

望的文化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３］。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国家情感势必受到影响。

综上，笔者认为国家情感的大致内涵如下：在国家的范围之上，产生的对本国政治、心理、文化历史

等共同体的认同和真挚的情感，包括对国家的安全意识、责任感、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等方面。

２　“９０”后大学生国家情感的思想现状
“９０”后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充裕的美好时代，而且大多是“４－

２－１”模式家庭的独生子女。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如个性突出，以自我为中心，
目标迷茫、责任感缺失，心理比较脆弱、政治意识比较强烈、对网络依赖性强等。他们的这些特点是由家

庭环境、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再加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转型期等各方

面的冲击，也造成了他们集体意识淡薄，功利性比较强，国家情感混乱甚至缺失的思想现状。主要表现

为迷茫、失望、希望、愤怒、冲动等情绪。造成这种情感态度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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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经济全球化混淆了“９０”后大学生国家情感的认同
亨廷顿说：“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个国家的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４］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家之间的联系紧密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

系变得更加紧密。西方的物质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对西方商品文化的着迷、热

爱和崇拜，使得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和理念、价值取向西化。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世界的改

变，大学生们对于部分国内商品评价较低，喜欢购买国外的东西，而且非常向往去国外生活。一些与

“利益至上”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就应运而生。很多大学生

认为“全球化”与“国家化”是一个概念，全球的就是国家的，不需要划分国界，全世界就是一个“地球

村”。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外生产力和高端技术确实对国内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国

外商品所附加的西方消费文化、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都随着我们的消费侵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并悄

无声息地改变着“９０”后大学生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甚至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世界观、
人生观及价值观还不成熟的“９０”后大学生对这些负面影响难以察觉，更是难以抵御，在他们眼中，国家
情感是混乱的、不稳定的，有时是迷失的。

２．２　文化多元化冲击“９０”后大学生国家情感的稳定形成
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发生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冲突，而是文化上

的冲突。”［５］当然，他说的这个观点指的是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也说明了，冷战后国家

之间联系的加强，文化交往频繁，文化也随着商品一起被带入国内，尤其是像现在网络的高速发达，各种

影视作品、文化书籍随处可见。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存。多元文化体现着

社会的进步，能够拓宽“９０”后大学生的文化视野，增强他们的辨识能力和理解能力，但也冲击着中国传
统文化，以及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及行为方式，冲击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使得大学生的国家情感思想感

到混乱。西方国家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正逐渐侵蚀着“９０”后大学生们，并且
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和平演变”，动摇着“９０”后大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更主
要的是冲击了自小对他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情感教育。在情感上感到迷茫、混乱，甚至有时候

表现为厌世、反叛情绪，难以形成长期的、坚定的国家情感思想。

２．３　社会转型期刺激“９０”后大学生国家情感的坚定
转型期的中国，遇到各种挑战，改革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

问题，思想转变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必然造成一系列混乱。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快速发展时期，

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还不尽完善，地区发展不平

衡，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近年来，因征地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腐败问题的恶劣

影响，深深刺激着大学生。再者，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滑坡，使得大学生的道德理想出现动摇，从几年前

的“彭宇案”开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逐渐坍塌，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

件更是用鲜血和生命阐释了冷漠人群的良知；“官二代”“富二代”和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使

得大学生们感到社会进入了“拼爹时代”；固有利益集团成了改革的阻碍者，出身寒门的大学生们感到

上升无望，严重挫伤了工作的积极性，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这些不同层次中表现出的差异和矛盾，

刺激着“９０”后大学生的国家情感，弱化了对国家的热爱，动摇了他们的理想信念。
２．４　自身不成熟阻碍了“９０”后大学生国家情感的理性表达

“９０”后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期，心态开放，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心理发展尚未成熟，看问题有
时太片面，缺乏一定的经验和判断力，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误导。大学生在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祖国

统一等问题上十分关注，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在如何表达情感方面，有些大学生把控不住，情绪很激

动，缺乏理性爱国，容易走极端，甚至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同时，一些国外反动势力利用网络等现代科

技手段，不断传达一些负面新闻和一些虚假新闻，故意丑化国家，丑化共产党，争夺年轻人的思想阵地，

瓦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造成大学生更加不知所措，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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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家情感重塑之路
３．１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深“９０”后大学生对国家的热爱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底蕴浓厚，有着博大精深、璀璨耀眼的传统文化。例如：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气节；“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

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道德精神；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高尚价值观等等。我们应该大力

宣传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媒体等平台，让这种精华思

想永放光芒，增强大学生对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国家文化的自信心、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培养青年学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３．２　客观、公正地宣传国家，让“９０”后大学生真正了解国情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非常快，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但是发展还是不平衡，国内矛盾还有很多，国情比较

复杂。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表现更加明显，腐败现象依然频发，环境问题也很严重。而有

些媒体报喜不报忧，有些媒体为吸引眼球就喜欢放大各种不正常的事件，再加上国外媒体和不法分子的

煽动，很多大学生不明真相，被各种网络新闻和网络流言所蒙蔽，欺骗大学生的感情，误导大学生发表不

利言论。所以，要加强网络监管，打击造谣生事者，同时媒体也要担当起社会责任，要客观、公正地报道

新闻，中国确实还有很多不足和落后的地方，我们要敢于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这样才能让大学生真正的

了解国情，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

３．３　“国家梦”与“个人梦”相结合，用希望之梦重塑国家情感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前赴后继。新中国成立

后，一代又一代仍在为实现国家梦想而奋斗。今天，国家领导人以“中国梦”的形式，为我们勾画了一幅

美好蓝图，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对国家情感充满正能量。

“中国梦”既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个人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统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梦”强调“个人梦”，是尊重

公民个体的表现，是从“大河无水小河干”向“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认识转变。“中国梦”的提出为当代

大学生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好机会，也是让每一个大学生能够享受尊严和公正的一种奋斗理想，其

实现需要青年大学生的努力奋斗。因此，“家国兼顾”的“中国梦”更能被人接受，因为当人们把它作为

心中的理想时，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只有让个人梦想与中国梦对接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个人

价值和社会价值，享有真正出彩的人生。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就业和发

展，创造更多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奋斗，通过中国梦的发展实现青年学子的梦想。

只有尽力让青年学子的梦想得到实现，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发展，国家情感才会有丰富的内涵。

４　结语
国家情感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９０”后大学生的国家情感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

混乱、甚至缺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对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结合“９０”后大学生的特点，帮助“９０”
后大学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国家情感重塑，让“９０”后大学生真正的对国家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
望，坚定国家情感的思想，共同促进国家发展、民族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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