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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

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

曲铁华　李绍勇

摘要：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发展演进先后经历开拓奠基、恢复调整、着

重发展和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政策演进背后蕴含着三大基本逻辑：在结构逻

辑上，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历史逻辑上，爱国主义

教育政策变迁体现出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在动力逻辑上，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

迁受到了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交互博弈的推动。为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应强化政策顶层设计，将政策深度嵌入国家战略之中；增强立法供给，以法

治思维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良好、有序发展；把握路径依赖规律，优化爱国

主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坚持稳中求进，推动政策体系稳定与关键节点创新相

结合；协调多元主体关系，激发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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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

阐释”①。从１９４９年９月颁布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至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法

治化建设，凝心聚力，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政策保障和支持。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后，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党和国家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和

制度化建设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我们理应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演进作出更为全面、深入的分

析，以期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但现有研究多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演进

脉络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内容，尚缺少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

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梳理上，本文采取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以重要的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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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政策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在分析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时，采用宏观、中观和微观

相结合的思路。宏观层面为深层结构，即将政策变迁置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中

观层面为路径依赖，即前置的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对于后续政策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具有一定的

历史惯性；微观层面为动力机制，即强调相关政治团体、政党领袖以及其他政策行动者对于政策变

迁产生的影响。①

一、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将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政策的颁布

作为关键节点，结合各时期政策内容及特征，可以将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开拓奠基期：以保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为导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家内外交困，各行业也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爱国主义

教育在凝心聚力，培养祖国的保卫者、建设者方面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以围绕巩固革

命胜利果实、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热情，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内容，颁布了一系列

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

首先，构建政策框架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法律保障。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 《共同纲领》便将 “爱

祖国”置于全体国民公德的首位，这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法理依据。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

颁布实行的 《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都明确要

求对学生积极开展道德教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随后于１９５４年颁布实行的 《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

教育的指示》则首次明确规定了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并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三

者密切联系，为后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发展规划了基本路线。②

其次，多措并举推动爱国主义教育。《１９５１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规定：“一切出版、发行

工作应以扩大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反帝、反侵略的宣传教育为中心政治任务。”③ 这一时期，大

批旨在宏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反帝反侵略思想的书籍、画册以及连环画等出版物纷纷涌现，这

有效促进了社会层面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最后，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抓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１９５１年２月２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

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颁布。该文件提出了爱国运动的要点，确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推动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的基本思路。这一指示明确规定开展订立爱国公约等措施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抗

美援朝紧密呼应，激发了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和决心，让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至此，爱国主义

教育政策体系初步奠定，为后续政策的制订、出台完善提供了基本框架，并确立了爱国在国民公德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恢复调整期：以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为核心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迎来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爱

国主义教育政策也紧随改革开放作出调整，明确以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为核

心内容，进入恢复调整期。

首先，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为解决 “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领域的混乱与道德教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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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等问题。１９８１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单位联合出台 《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

开展以 “五讲四美”为核心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该项活动以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为对象，

取得了良好效果。同年，共青团十届三中全会在充分肯定 “五讲四美”的基础之上，提出了 “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进一步融合成 “五讲四美三热爱”思想。随后

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连续两年开展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积极推动道德建设，助力形成良好社会

风气。

其次，确立了以 “三热爱”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１９８３年，党中央印发首个标题中带有

“爱国主义教育”的专项政策文件——— 《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 “我们要对

群众特别是青年分层次有步骤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①，从宣传祖

国新貌和建设成就等十个方面规定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将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发展拉回正轨。

同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学习贯彻 〈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 “把热

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三者融为一体”②，首次明确将 “三热爱”确立为的爱国主义教育的

核心内容。

最后，丰富爱国主义教育推行方式。一方面，延续利用重大历史事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如利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５５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辛亥革命８０周年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深化人民群众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识，领悟 “三热爱”之间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先后颁布了 《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１９９１年）、《关于运用优秀影

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１９９３年）等政策文件，充分开发利用现有资源，丰富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方式。

（三）着重发展期：以青少年群体为重点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

度冲击，改革开放也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想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也随之进入到以青少年群体为重点对象

的着重发展阶段。

首先，强化党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统筹和引领。１９９４年，中共中央印发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这标志着党和国家首次通过纲领性文件统筹引导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这份文件对爱国主义教

育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措施方法及实施主体等方面作出了纲领性规定，并且提出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点对象在于青少年群体，为后续配套政策提供发展指向。随后，党和国家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爱国主义教育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总结，逐步提升爱国主义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地位。２００１年，中

共中央印发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爱国主义列入道德建设之中。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通过了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明确规定，这一

决定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基本内容，强化了党和国家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统筹和引领。

其次，以青少年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１９９４年，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各阶段的学生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２００１年印发

的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学生应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并能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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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２００４年印发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应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

之中，通过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侵略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英勇抗

争的历史，增强青少年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强调通过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发和

提升青少年群体的思想道德水平。

最后，通过多元活动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效果。１９９６年国家教委、民政部等部门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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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升教育效

果的新模式。同时依旧贯彻坚持以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等为抓手，实施专项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

步提升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四）系统完善期：以依法治国为根本保障 （２０１２年至今）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处于坚定不移地迈向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之下，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凝心聚力的

作用，并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一方面，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纲领性文件的导向作用。２０１８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中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①，这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已上升到国家法律

的层面。随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于２０１９年颁布，这一政策文件在充分吸收１９９４年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的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要求，对爱国主义教育作出了新的时代定

位，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系统指南。

另一方面，坚持守正创新，赋予爱国主义教育新时代内涵。２０２３年我国颁布首部爱国主义教育

专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该法规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建设过程中

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延续了以往爱国主义教育以 “三热爱”为主要内容，将青少年群体作

为主要对象，明确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和实践途径等。这一爱国主义教育专项法规的诞生标志着我

国爱国主义教育已进入全面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阶段。

总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逐步实现了价值秩序与法治秩序有效融合②，

出台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切实指导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切实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快速发展。

二、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可以在回归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采用宏观、中观、微观相结

合的视角，对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分析，凸显政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③ 依据这一分析框架，我国

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如下基本逻辑。

（一）结构逻辑：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政策变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会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嵌入式影响。我国的爱国

主义教育政策遵循着这一结构逻辑，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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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需求勾勒出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基本轨迹。爱国主义教育在本质上与国家发展紧密相

联，与国家从 “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发展轨迹同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百废待兴，如何让中华民族 “站起来”成为首要问题。这便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巩固人民政权、

激发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为重要内容，将 “爱祖国”作为公民的首要公德，加强爱祖国与爱社会主

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国家构建政策框架体系加以保障。改革开放后，为迅速驱散 “文化大革

命”的阴霾，爱国主义教育朝着以 “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调整，正本清源，开展 “五讲

四美三热爱”活动。苏联解体之后，在西方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下，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随

之作出针对性转变：注重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尤其注重对青少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紧密围

绕 “富国”的目标完善发展。步入新时代后，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指导之下，爱国主义教育政

策朝向 “强国”的目标转变，以纲领性文件为引领，政策法律体系不断丰富完善。

经济体制改革催化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加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呈现出高度的 “计划性”和 “集中性”。统筹发展的一大前提是培养具有高度热

情的建设者，这直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提出以 “三热爱”为核心的基本内容。在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步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越发舒适的环境为人民幸福生

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加难度。“苦难”往往充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催化剂，在

稳定的环境中更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保障。①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逐渐

加深，中国愈发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发展贡献独特中国智慧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密切联系，同时增强人民对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多元文化冲击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优化调整。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是爱

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动力之一，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我国拥有着悠久爱国传统，

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壮举激励着国人，存在着将 “爱祖国”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德，并规范推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客观要求。随着爱国主义教育的不断深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随文化

环境变化而不断完善。例如，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从最初的探索性总结，到明确以 “三热爱”为

核心，再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融入热爱我国悠久历史、大好河山等具体象征物的方法创新。这一变

迁过程体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逐渐深入。另一方面，国际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全球化程

度的加深，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严峻挑战。不同文化的冲击在客观上为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调整

和完善提出了要求。同时，一些国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和政策体系建设的成功案例，为我国

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制定、完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二）历史逻辑：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存在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历史逻辑是指过去某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某项制度的制定和产生，为后续的发展打下深

刻烙印。这种历史逻辑往往通过某一制度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体现出来。所谓路径依赖是一个自

我强化的过程，即现行制定的制度摆脱不掉旧制度 “牵引”，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同质和可预见性的

发展。②

爱国主义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政策模式和政策推动主体两方面。政策模式主要包括政策

的内容、体系和推广方式。在政策内容上，始终将爱国视为国民公德，将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

三者紧密融合，全面贯彻到爱国主义教育之中。政策内容始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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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代主题，不断丰富爱国主义内涵表达。在政策体系上，坚持发挥纲领性文件的重要引领作用，

并以此为指引补充具体政策加以完善。政策推广方式方面，始终将重要历史事件、节日和纪念日等

作为抓手，开展相应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一模式可以灵活多样地推广爱国主义教育，但在一定

程度上会导致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缺乏连贯性。从政策推动主体来看，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从总体上看

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党和国家把握政策发展方向。虽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学生等主体

会提供自下而上的反馈，但是受路径依赖影响，政府等主体在资源配置和调整时依旧存在强劲惯性，

自上而下的特征明显，自下而上的反馈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某种制度或者技术一旦被选定后，就会产生路径依赖现象，而这是

由初始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四者共同造成的。① 具体而言，爱国主义教育政策

转换成本高昂。爱国主义教育政策是面向全体国民、关系国家发展的国家重要政策，国家对其的调

研、起草、颁布和修改投入了大量资源，历经长期探索，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模式

才得以构建完善。以此为基础，后续专项政策逐步跟进，政策边际成本递减，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

平稳发展才得到保障。但是，政策创新的沉没成本上升，政策转型的难度相应提升。再者，在爱国

主义教育政策的转型过程中，原有发展模式体现出了强劲的惯性。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在自

上而下的推广执行过程中，各相关主体都会付出学习成本，产生学习效应。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学

校等主体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会熟悉相关政策并形成一套对应的落实模式。这一模式会随着时间

推移逐渐固化，这导致了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在从国民公德倡议层面上升至法治化、制度化层面的过

程中，会受到思维模式的惯性影响。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在执行和完善过程中，立法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基层学校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等群体各司其职，在立法、执行和革新的过程中逐步

磨合，成为一个相互协同的稳定整体，彼此之间产生协同效应。政策更新时，各主体倾向于选择原

有的成熟模式，这或许会影响爱国主义教育新政策的落实。

（三）动力逻辑：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受到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交互博弈的推动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权力的不对称，微观行动者在政府引导下，

追求权力平衡时彼此之间会产生交互博弈，在这一过程之中形成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我国爱国主

义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可以细分为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两部分。

其一，内部驱动因素。政府、社会、学校和教师等多元相关主体在资源占有、配套规范、评判

标准及行为模式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异同。多元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之下，相互之间博弈共同推动爱国

主义教育政策的内生发展。首先，政府和社会、学校、家庭等主体之间，存在着政策 “应然”和

“实然”之间的博弈。以学校为主的执行者能否落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资源

和环境能否提供支持。如果政府没有颁布系统的政策支持和奖励保障机制，学校等主体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时便会可能从自身具有的资源条件出发，以选择性或模糊性的态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导致

爱国主义教育流于表面。其次，学校和教师之间亦存在着落实方式的差异。由于存在相关教育法规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和评价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系统性有待提高、相关教

师培训的缺失等问题，导致各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缺乏统一标准，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难以

得到保障。最后，学校和社会之间存在政策实施者和协助者之间的互动。爱国主义教育以学校教育

为主要途径，同时社会各界营造爱国氛围加以辅助，社会爱国氛围的营造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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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外部驱动因素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碰撞更加频繁，

各国越发重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国家开始通过制定专项法规加以规范，如进入２１世纪之后，

俄罗斯便定期更新发布 《俄罗斯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确保长期稳定地在全俄罗斯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①２０１０年，斯洛伐克颁布实行 《爱国主义法》，规定将爱国主义写入教学大纲之中，各级

学校要将国旗、国徽等布置到教室之中，营造爱国主义氛围。②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在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吸收和总结各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先进经验，完善专项的

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专项发展。

三、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我国依旧需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全面领导，从结构逻辑、历史逻

辑、动力逻辑等视角出发总结不足和经验，进一步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深度嵌入国家战略之中

爱国主义具有广泛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在不同时期都会产生独特的时代内容。为保证爱国主义

教育政策能够充分应对以 “稳定—间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宏观结构体系的变化，需要进一步优化

政策顶层设计，将其深度嵌入到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体系化、科学

化水平。一方面，应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为纲领，完善政策体系，以应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③ 为此，要形成常态化的政策更新机制，定期回应社会宏观发展所需，对于爱国

主义教育的内容、措施等方面内容进行更新，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外，要针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实施

过程中的难点进行突破，如对于爱国主义教育评价困难、缺乏具体标准、配套课程体系不完善、不

系统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调研，为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的更新和完善提供助力，统一贯彻爱国

主义。另一方面，政府应强化宏观调控，合理调配已有资源，营造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爱国

主义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外部环境熏陶和培养的。未来应该进一步开发博物馆、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名胜古迹和传统村落等场所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使之作到有机结合。同时，借助

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效果，形成良好氛围以保障政策的落实。

（二）增强立法供给，以法治思维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良好、有序发展

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必要前提。系统且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保障顶层设计稳定 “落地”

的必要前提。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全面依法治

国理念的推动之下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爱国主义教育在立法供给上还是存在不足，如存在权威

性法律较少，政策以 “通知”“意见”“纲领”为主体，政策体系存在 “结构性失衡”，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标准、课程建设、评价和督导等方面还有待深入挖掘。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节点，立法者要抓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颁布实行这一关键窗口期，趁热打铁，

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强化立法供给，以法治思维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良好、有序发展。首先，

补齐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发展短板，就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内容、课程标准、教师培训、考核评价标

准等进行专项立法，让基层执行者有法可依，切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次，进一步提升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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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律的权威性，提升高权威、高约束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的数量，提高相关部门联动效率，以

法律权威为抓手，打通政策 “应然”与 “实然”之间的阻碍。最后，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定和完

善的过程之中保持外部 “结构逻辑”和内部 “教育逻辑”之间的平衡。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变迁往

往嵌入在外部结构逻辑之中，受到顶层设计变化的惯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内部教育规律

的问题。在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规律，以

内在逻辑为参照，切实保证爱国主义教育在顶层设计的引导下有序、健康发展。

（三）把握路径依赖，优化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

路径依赖存在两种作用类型：一种是良性路径依赖，即选定某种制度时会产生报酬递增效应，

其他群体会积极配合；另一种是恶性路径依赖，即某一制度稳定后报酬递增效应减退，其他群体会

消极配合，制度发展陷入 “锁定”状态。① 展望未来，应把握路径依赖的内在规律，基于爱国主义

教育的变迁模式，优化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来保障爱国主义教育政策良性发展，发挥良性路

径依赖，规避制度 “锁定”陷阱。一方面，我们应坚持党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强化顶层设计，

以纲领性文件为统领，“自上而下”推动政策变迁。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政策主线也随之呈现 “兴国—富国—强国”的转变，体现了路径依赖的良性作用。② 另一方面，建

立爱国主义教育反馈和评价机制，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政策 “自下而上”变迁，突破消极路径依赖限

制。一是建立相关评价机制，设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对于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常态化评估和反馈，

定期考察政策成本和收益，动态管理，降低政策推出成本。二是打破 “信息茧房”，充分利用流媒体

等数字技术，创建一个集实施、评价和反馈等功能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平台，为基层行动者提供

自下而上参与改革的渠道。

（四）坚持稳中求进，推动政策体系稳定与关键节点创新相结合

连贯且稳定的政策体系是发挥政策应有效果的重要保障。国家擘画的顶层设计为政策的运行提

供了长期可发展的系统环境③，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逐步由薄弱单

一走向系统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但是，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一旦实

施过久，难免会陷入路径依赖之中。因此，想要突破政策的 “自我锁定”，保证政策的良好、有序发

展，国家在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时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把握政策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

行政策创新。首先，应积极引入第三方主体，如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智库建设，定期总结国内外爱国

主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以保障

政策体系建设过程的连贯、创新。其次，应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变化之中寻找关键节点，

并以此为基点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内容进行补充和创新。如今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体系已经步入体系

化、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应把握住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依据内外部结构变化、

国家战略目标、时代精神等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作出完善。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之

中，爱国主义教育政策要紧密围绕 “强国”目标加以完善，将爱国主义深度融入公共教育体系之中，

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后，鼓励政策执行者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进行创新探索，

奖励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创新成果，并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更新，进一步消解政策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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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铁华，姜涛．我国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政策变迁过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Ｊ］．

教育科学，２０２４（５）：７２．



程中的消极路径依赖，为推动政策创新提供基层智慧。

（五）协调多元主体，激发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

随着国家深入推行依法治国战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价值由工具本位向以人为本转移，更加注

重激发微观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的积极性。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之中，各利益相关者难免遇

到价值观冲突、权责划分不清晰等多种困境，因而需要建设相关渠道来表达合理诉求、实现各主体

间的利益平衡。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准确考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的过程，处理好政府、社会、

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保障和提高各多元主体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权。具体而言，首先，明

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梳理清楚各主体间相互关系。政府作为爱国主义教育调控者，应该

强化政策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学校等主体相互磨合，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

系统性。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主体应系统学习并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在法律框架

内，结合各自所长，推动形成爱国主义教育新模式。其次，完善沟通和监督机制，保持各主体间的

动态平衡。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磨合过程中，存在价值观念、

行为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彼此间需要反馈和沟通渠道加以弥合。政府可以通过将智能化、网络

化、数字化技术融入沟通综合平台建设，定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座谈会、专家咨询会、报告会等，

将合理意见纳入政策之中，切实解决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难题。最后，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奖励和保

障机制。对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的个人或组织授予相应的荣

誉称号并提供相应奖励，通过示范效应激发相关利益主体的内部动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汤浩泽）

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犔狅犵犻犮犪狀犱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狅犳犘犪狋狉犻狅狋犻犮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犾犻犮狔

犛犻狀犮犲狋犺犲犉狅狌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犆犺犻狀犪

ＱｕＴｉｅｈｕａ，ＬｉＳｈａｏｙｏｎｇ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ｇｏ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ｈｒｅｅｂａｓｉｃｌｏｇ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

ｓｈａｐｅｄｂｙ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ｒｔｉａ

ａｎｄ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ｍｂｅ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ｅｔ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ｅｋ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７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