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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
情”，也是坚持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国家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它是人类普遍性的自然情感，是超越社
会不同发展阶段而固定永续的情感。只要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必须存在。可见，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共同体对国
家的认同和凝聚。国家认同感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羡慕和惊奇，中华民族也处于近代以来最扬眉吐气的历史时期，也是爱国者奋斗的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
而不懈奋斗。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发展的伟大事业当中，要幸福就要奋斗，
新时代是爱国者奋斗的时代。因此，要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坚持下真功出实招。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民具有国家认同感，就会像爱家一样爱国，就会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度的
国家责任感，自觉爱护国家、建设国家、捍卫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要不断拓展爱国主义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强
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题，巩固自己的国家认同感，让所有中国人都懂得和牢记这个最为简单和朴素的道理——
在个人、集体、民族、阶层等之上，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中国！

爱国、奋斗、建功立业是被历史证明的、新时代需继
续弘扬的永恒话题。古语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位卑未敢忘忧国”
等都强调了爱国奋斗精神的“强心剂”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和灵魂，也是一
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国家而言，
文化认同都是最基本的认同。中华民族五千年耕耘
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成果彪炳史册，
其背后都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坚守。时至今
日，我们强调以文化科技兴国、强国，都必须构筑在文
化认同的精神基石上。如何振兴中华文化，如何更好
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新形势下我们培养爱国意
识、增强爱国情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爱国就体现
在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上。建设文化强
国，绝不是看文艺晚会能搞多大、多气派，各种选秀大
赛有多火、多热闹，而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永远坚守
和发扬光大自己的优秀文化。我们强调要树立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
是要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面对

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文化环境，只有全国上下一起发
声、一起努力，人人充当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我们的优
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国家崛
起、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作支撑，这是我们安
身立命的根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爱国与
追梦共识，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现代
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要在全民族中弘扬，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
淀中重铸。通过加强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及祖国壮丽的山河、丰富资源的宣传教育，增强
民众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识、增强中
华各族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增强民众对祖国
的情感，才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为维护祖国
的利益贡献一切。

实现“中国梦”已在路上，只要我们以高度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凝聚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共
识，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让人民更好地共
享文化繁荣的成果，就一定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烈们之所
以伟大、为后世缅怀，是因为他们有着对
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忧思、有着无法
割舍的家国情怀、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
热血并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我们就要向典
型人物“取经”。既要学习黄大年同志

“一心中国梦，薪火探测传”的爱国精神，
也要学习“芳兰生贵里，山河澄正气”的
廖俊波同志，学习他把人民扛在肩上，用
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幸福指数”
的奉献精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要用
典型事例作“支撑”。作为时代奋斗者，
要学会从点滴小事中展现爱国情怀，经
常“照照镜子”，从他人的事例中寻找自
身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要坚持“立标
杆”“树典型”，呼吁群众“弯弯腰、伸伸
手、帮帮忙”，营造互帮互助、和谐愉快的
社会良好风尚。要架好情感认同“连心
桥”。坚持塑造家国情怀，就像央视播放

的家国纪录片所说的一样，“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
家。”生活在“家”与“国”情怀中的现代
人，既要经营好自己的“小窝”，也要维护
好共同的“大家”，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要
做好价值认同的“粘心胶”。要坚持爱国
主义教育与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
引导新时代奋斗者明是非、辨荣辱，将自
身的价值取向、爱国之情融入社会改革
发展的“大熔炉”。

曾几何时，网络平台兴起为英烈点上
一支蜡烛的活动，这种新型的纪念方式，
让清明节多了一股家国意味，让追思与不
舍，在新时代也显示出它独特的激励与力
量。走出小我、迈向大我，把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融入到新时代的奋斗召唤中，用行
动追寻价值，撑起小家，装下大国，从自己
平凡的工作岗位干起，爱岗敬业、为了更
美好的国、为了更美满的家，为未来美好
生活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凝聚文化共识 共筑爱国力量 从先烈身上汲取爱国之情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学校是培养
人的地方，师生作为学校的主体，一个传道授
业解惑、一个接受知识与思想，在教与学的过
程中，我们教师要牢记培养什么人的思想，社
会主义学校就是要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崇高的爱国情怀，是每一名“真教师”必
须具有的素质要件之一。教师这个岗位天然
与人、与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未来紧密联系在
一起，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做教师的，
最好最切实的爱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
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可以这样说，如
果一个教师不能将自己的工作与祖国的前途
和民族的命运对接起来，那么注定了他永远
不可能达于“真教师”的最高境界！读苏霍姆
林斯基，为何总会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品陶
行知，为何总会觉得他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一座绕不过去的丰碑？除了他们深厚的知识
素养、精湛的教育艺术、博大的仁爱之心，但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无限崇高的爱国情怀！
他们的一切教育行为，均是从祖国前途和民

族命运的高度出发，绝不在个人私利方面缠绕徘徊。唯其如
此，他们才能真正善待每一颗小草尖上的露珠，他们才能在工
作中迸现出无限的智慧灵光，他们才能超越简单的技术层面直
达教育的真谛，他们才能坦然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他们才能成为教之大者育之圣人！孩子是祖国未来社会
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面对那些稚嫩的面孔、那些求知若渴
的目光，教师一定要有大情怀，心里装着民族和国家；要有敬畏
感，心中装着理想和信念；要有价值感，心中装着孩子们的未
来。一名教师，拥有了崇高的爱国情怀，学生就会时时感受到
教师心底播撒的阳光，在孩子们健康、幸福、和谐发展的同时，
教师也一定能够享受到教育为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

要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新时代
要求，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必须坚定为国育人情怀，着力
播种爱国主义精神，让红色基因和爱国主义播撒在广大“明天
的太阳”心中，扎根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要引导学生立报国之
志。“文以载道，文道结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利用教
材和身边发生的爱国人士事迹，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抓住学生
的思想动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内化到课堂教学之中。要
铸造师魂播撒爱国种子。黑格尔说：“教师是孩子心中最完美
的偶像。”教师的形象不单是外表上的，更应是心灵上的、人格
上的。一个有爱国热情、爱事业精神的教师，就会培养一批忠
实、爱国的好人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教师就要用优
美风格与优秀品质集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让我们的学生从
教师身上学习爱国主义情怀。

总之，爱国主义是精神支柱、是动力源泉。我们广大教师
只有坚定为国育人情怀，播种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把个人的命
运同国家前途和命运统一起来，才能自觉地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把祖国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当各位同学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当某些
同学还沉迷在网络游戏的时候，当我们在教室
里感受着校园生活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在
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多少革命先烈战死杀
场。而我们是怎样对待这样来之不易的和平。

时光飞逝，转眼间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而
我们是怎么对待这段历史的？在我们每个人
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当祖国
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能挺身而出。
可是有些人却做了不爱国的事。我想很多同
学的手机里都有很多拿英雄人物开玩笑的信
息。当我们看见这些信息一笑而过的时候，可
曾想到这些先烈用生命、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了
幸福和平的生活。

我们已经远离了曾经的血雨腥风，远离了
硝烟四起的年代。难道我们也远离了爱国主
义情怀吗？我们是离开了那些过去，可是我们
又来到了一个战场，这里没有血腥，这里没有
了刀光剑影。这场战争是知识的战争、是技术

的战争、是争夺人才的战争。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
中。或许很多人认为，我们上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有个好工
作、找个伴侣幸福地度过余生。可是，在这背后却体现了你现
在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了
一名“战士”、一名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战斗的战士。我们的知
识就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也在捍卫着自己的祖国。祖国
需要人才，也许我们以后工作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远远比
他的经济价值还要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作为中学生培养高尚的人格、升华高尚的品格、培育崇高的爱
国主义情怀是支撑中华民族屹立的脊梁，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
和气节他穿越五千年而不朽，矗立时空而永恒，就是靠一代代
青少年接力传承。需要我们文明从说话做起、学习从习惯做
起、品格从孝敬做起，播下一个动作，便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
个习惯便收获一种品格。爱国从尊老爱幼、爱校园、爱家乡、爱
环境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未来是我们的，未来的国家需要我们来建设，大家之所以
坐在这里，一个高尚的理由就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的繁荣。
为了祖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滴水汇成河，千河
聚成海”。让我们用涓涓学子志，传承悠悠爱国情，拳拳报国
心，实现浓浓中国梦。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打记事
儿起，老爸就告诉我，中国是全世界最牛的国
家，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牛的民族，老爸没什
么文化，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但是小时候每
次听到老爸用最朴素的语言给我介绍我们的
国家，我都会异常激动。因为我是做汽车行
业的，能明确感受到，十年前，中国什么技术
都有，但是技术不是很先进，很多要依靠外
资，或者市场换技术。八年后的今天，中国在
很多核心技术领域把这些外资都挤兑的没生
意了，没办法中国技术进步太快。

酒席间、茶馆里、闲谈中，我和朋友们经
常有感而发，会怒骂现在引起香港暴乱，扰乱
社会治安的，那些无良人士的所作所为。他
们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堵塞干道，或以激
光、砖块袭警，更有甚者投掷汽油弹。与之相
对，有人也勇敢地站了出来，对暴力行为说

“不”，其中包括撑警的民众，也包括几次发起
“护旗”活动的爱国民众。我觉得只要香港是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五星红旗就应该永远在
香港升起。我们生活在一个泱泱大国，而这

个历经沧桑的国家正在努力地发展着，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读过书的人都知道，翻开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秦
始皇的万里长城；唐朝的兴衰；成吉思汗的强大；清朝政府的无
能让中国饱受侵略；抗日战争和内战；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记
得抗美援朝时，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
强硬地说：“中国人再穷，但不怕死，一
样可以打胜仗”这是何等的民族气
概。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这一代人的
灵魂。

对于爱国这个话题，在不同时期，
不同历史条件有所不同，对爱国的理
解和实践也有所不同。我一直在想，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该
怎样爱国？其实，脚踏实地做好本职
工作，就是一种能变为现实、最能体现
普通人爱国情怀的表达方式和把爱国
情怀付诸行动的现实路径。在新时
期，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如何从实际出发去爱国，如何把爱国
付诸行动？除了做到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坚定对祖国信仰等因素外，个人的
爱国情怀其实也可以很具体，我们每
一个人也都能做到。每一个人的爱国
情怀，其实就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就
在爱岗敬业、勤奋务实的干好本职工
作中。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把满腔的爱国情怀化为
工作动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立足
本职、爱岗敬业、创先争优，为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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