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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爱 国 主 义 的 特 征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来自北京与郑州两地大中学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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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的整体水平、
结构与特征直接影响着青少年所建构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质量。对 1 082 名中
学生、1 065 名大学生的调查和分析表明:全球化时代，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并
未衰落，不仅整体水平较高，且比较理性;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结构由三个成
分构成，除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感成分外，具有社会主义价值成分的“国家责
任感”占据重要位置;个体全球化水平的提升，总体而言对其爱国主义水平未
产生显著影响，但个别变量如有无出国经历的家人会引发爱国主义的震荡;青
少年对国家政治经济领域所表现出的理性认同越高，其爱国主义情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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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已经席卷了我国，对国人造

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两类观点逐渐抬头: 第一，倡导全球化政治统治，宣扬

“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1］，预言并呼唤某种超国家的全球化统治机制的出现。
很显然，在此观点中，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挑战; 第二，认为在全球

化时代，更应当重视“民族国家意识”，加大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因为全球化可能会导致民族

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衰退。针对第一种观点，官方及一些学者已明确认定，爱国主义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大力弘扬。我们基本认同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

仍然具有合法性的观点，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实体仍然存在，国家并未衰落。当然，我

们也认为，当代的爱国主义具有与传统爱国主义不同的结构和特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

特征? 还需要量化的实证研究予以回答。针对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目前尚缺乏具有说服性

的证据，尤其是量化证据。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真的衰落了吗? 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来回答上

述两个问题，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文献回顾

尽管研究者对爱国主义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都倾向于认为，爱国主义在实质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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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国家的情感依附，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不过，也会有一些

外延性的特征，比如: 对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为了国家的利益愿意作出牺牲等。
爱国主义领域的研究中有很多名词相互混淆，例如，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爱国主

义、建设性爱国主义等。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名词的功用进行分类。国家主义、大国沙文

主义、盲目爱国主义，意味着一种对国家的顽固的、不灵活的感情，特征是“毫不犹豫的积极评

价”，结果是带来对外来移民的强烈排斥; 而建设性爱国则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忠诚。本研究

中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上位概念，其中，带有排外、绝对优越性质的爱国主义成分为国家

优越感，也即上述中的盲目爱国主义。同时将建设性爱国主义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般自豪感

( 对国家的感情) 和国家责任感( 用实际行动为国家服务) 。就是说，本研究界定的爱国主义由

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感和国家责任感三部分组成。
爱国主义的现状如何? 全球化究竟是否会对爱国主义带来影响? 研究者在对 33 个国家进

行比较后认为，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各国爱国主义强度的排名并未发生变化。但是，也有研

究提示了全球化给爱国主义带来的影响。例如，优越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家庭收入低会

表现出更高的国家优越感等。高低年龄可能意味着较高的全球化影响程度。全球化到来似乎

带来了优越感的下降。但一般自豪感与优越感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正如有的研究提示的，

美国大学生可以同时保有较高的一般自豪感和较低的国家优越感，38% 的人相信，如果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人像美国人一样，那么世界将更美好［2］。当然，还有研究者提示，全球化可能是因为

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继而引发了爱国主义情感的改观。
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对爱国主义的内涵、结构的界定尚有分歧，因此，实证

研究的工具并不一致，结论的对比有一定难度。第二，针对全球化时代下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希望做到: 第一，借助探索和验证性因素

分析获得适用于当代我国中学生、大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的测量结构、问卷。第二，对当代我国

中学生、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特征进行描述，尤其是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问卷法，共有两个问卷: 中学生爱国主义问卷和大学生爱国主义问卷。问卷

的编制，一方面重点参考了国际社会科学项目(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 ISSP)

中的《国家认同问卷》，另一方面结合了我国的特有国情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工作。
( 一) 被试者选取

中学生部分，来自于北京市和郑州市的 1 082 名中学生。其中，男生占 45. 5%，女生占

52. 3% ( 此项信息缺失的占 2. 2% ) 。大学生部分，来自于北京市 6 所高校，共发放问卷 1 200
份，有效问卷 1 065 份，回收率 88. 75%。其中，男生占 68. 6%，女生占 31. 1% ( 信息缺失的占

0. 3% ) ，被试者从大一到大四的分布分别为 45. 4%、28. 6%、20%和 4. 3%。另外在所有被试者

中党员占 31. 4%。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的初步分析

爱国主义部分: 经过专家分析，内容效度较高。此外，在完成问卷后，我们对本研究所包含

的中学生爱国主义问卷、大学生爱国主义问卷分别进行了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获得克郎巴赫

α系数分别为 0. 852 和 0. 831。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影响因素( 国家认同) 部分 : 经过专家分析，内容效度较高。中学生、大学生国家认同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克朗巴赫 α系数) 分别为 0. 758 和 0. 908，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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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认同部分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学生问卷中 13 个相关项目可以抽出 4 个新因

素: 政治经济潜力、政治经济实力、生活幸福度、文化资源实力认同，共同解释了 55. 93% 的变

异，α系数为 0. 758。大学生问卷中的 8 个相关项目分别是对政治、文化的认同，2 个新因素共

同解释了 71. 15%的变异。不难看出，认同可以针对政治、文化两个部分。政治部分即是对执

政党、政府等的认可，文化部分则是对祖先、生活、故土等的认可。从总体上看，对文化的认同高

于对政治的认同( 中学部分，F = 501. 85，p ＜ 0. 001; 大学部分，t = － 10. 22，p ＜ 0. 001 ) 。中学生

从高到低依次认同的是文化资源( 2. 90，总分 5 分，下同) 、政治经济潜力( 2. 78 ) 、生活幸福度

( 1. 59) 、政治经济实力 ( 0. 56 ) ; 大学生从高到低认同的依次是政治认同 ( 3. 89 ) 、文化认同

( 3. 67)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水平的提升( 有家人出国) 带来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显著下滑，

政治认同从 3. 73 下滑到 3. 43，t( 1035) = － 4. 558，p ＜ 0. 001; 文化认同从 3. 93 下滑到 3. 79，

t( 1035) = － 2. 230，p ＜ 0. 05。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水平的提升( 母亲的高学历) 带来了中学生

国家认同的显著下滑( 生活幸福度认同从 1. 66 下滑到 1. 49，F = 5. 34，sig ＜ 0. 01)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 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结构

已有研究提示了 8 个测量中学生爱国主义的题目可归属于 3 个维度: “一般自豪感”、“国

家优越感”、“国家责任感”［3］。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该模型的 ＲMSEA 为 0. 058，CFI 为 0. 983，

GFI 为 0. 982，上述结果表明，该模型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①。
我们对反映大学生爱国主义的 6 个指标做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最大方差法抽出 3 个因

子，这 3 个因子可以解释该变量的 86. 04%。我们分别将这 3 个维度对应命名为“一般自豪

感”、“国家优越感”、“国家责任感”。该模型的 ＲMSEA 为 0. 096，CFI 为 0. 981，GFI 为 0. 980，上

述结果表明，该模型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②。
( 二) 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特征

1． 爱国主义的整体水平

中学生爱国主义整体得分为 4. 17 ( 0. 70) ( 最高分为 5 分，下同) 。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

感、国家责任感分别为 4. 57 ( 0. 69 ) 、3. 81 ( 0. 93 ) 、4. 16 ( 0. 90 ) ，差异显著( F = 419. 536，sig ＜
0. 001) 。大学生爱国主义整体得分为 3. 88( 0. 74) 。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感、国家责任感分别

为 4. 29( 0. 96) 、3. 05( 1. 15) 、4. 28( 0. 87) ，差异显著( F = 790. 162，sig ＜ 0. 001) 。
就是说，中学生、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整体水平均较高，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一般自豪感、国

家责任感和国家优越感。这证实了对美国大学生所做的结论，显示了当代青年较为健康的爱国

模式。
2． 不同群体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特征

( 1) 性别。男、女中学生爱国主义整体得分为 4. 20 ( 0. 70 ) 、4. 16 ( 0. 70 ) ，并无显著差异。
具体分析，男生国家责任感显著高于女生( 男生 M = 4. 23，SD = 0. 87，女生 M = 4. 11，SD = 0. 92，

t = 2. 175，sig ＜ 0. 05) 。男、女大学生爱国主义整体得分为 3. 90( 0. 78) 、3. 82( 0. 64) ，并无显著

差异。男生的国家优越感显著高于女生( 男生 M = 3. 18，SD = 1. 16，女生 M = 2. 87，SD = 1. 08，

t = 5. 269，sig ＜ 0. 001) 。即，爱国主义整体上无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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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父母受教育水平。父亲学历越高，大学生爱国主义得分反而越低( 整体上，低、中、高学

历得分为 3. 99、3. 84、3. 85，F = 3. 710，sig ＜ 0. 05; 责任感得分分别为 4. 43、4. 24、4. 24，F =
4. 951，sig ＜ 0. 001; 一般自豪感分别得分为 4. 41、4. 29、4. 23，F = 2. 63，sig = 0. 073) 。同样，母亲

学历越高，爱国主义得分越低( 整体上，低、中、高学历得分为 3. 99、3. 84、3. 80，F = 5. 671，sig ＜
0. 01，责任感得分分别为 4. 43、4. 28、4. 12，F = 7. 172，sig ＜ 0. 01; 一般自豪感得分分别为 4. 45、
4. 28、4. 12，F = 8. 268，sig ＜ 0. 001) 。

( 3) 家人有无出国经历。家人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爱国主义得分显著低于家人无出国经

历的大学生，整体得分分别为 3. 73、3. 93，t = － 3. 737，sig ＜ 0. 001; 一般自豪感分别为 4. 15、
4. 34，t = － 2. 829，sig ＜ 0. 001; 优越感分别为 2. 81、3. 13，t = － 3. 882，sig ＜ 0． 001。

( 三) 青少年爱国主义的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提示，基于对国家思考后产生的认可可以成为预测爱国主义的重要因素。但已

有研究也提示，“认可”与“爱”之间也并非可以简单画等号，充满情感色彩的爱国主义可能是一

种透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后的传承。本文采用“逐步引入多元回归”的方法探索国家认

同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将上文中所证实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结果如下表:

影响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的因素表

被试 自变量 具体维度 一般自豪感 国家优越感 国家责任感

β t Sig β t Sig β t Sig

中学生 国家认同

政经潜力 0． 15 4． 38 0． 00 0． 09 2． 76 0． 01 0． 21 6． 78 0． 00

幸福生活 0． 18 5． 87 0． 00 0． 24 7． 60 0． 00 0． 11 3． 53 0． 00

政经实力

自然资源 0． 07 2． 07 0． 04

Adjusted Ｒ2 0． 086 0． 073 0． 070

F 34． 858 21． 597 27． 595

Sig 0 0 0

大学生

控制变量

性别
家人出国
父亲学历
母亲学历 －0． 135－3． 517 0． 000 －0． 081－1． 979 0． 048
Adjusted Ｒ2 0． 017 0． 009

F 6． 841 5． 594
Sig 0 0

国家认同

政治认同 0． 32 8． 43 0． 00 0． 312 8． 061 0． 00 0． 253 6． 148 0． 00
文化认同 0． 22 5． 70 0． 00 0． 180 4． 632 0． 00 0． 152 3． 695 0． 00
Adjusted Ｒ2 0． 260 0． 206 0． 149

F 71． 919 69． 974 45． 102
Sig 0 0 0

第一，国家认同可以预测爱国主义情感。国家认同程度越高，爱国的程度就越深，这就证实

了社会规范学习理论中的观点即规范价值的认同是促发深情信奉的基础。不难看出，若希望更

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感情，可以先从提高其对国家各领域的认可开始。
第二，加深对各领域的认可须考虑先后顺序。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正向预测，国家政治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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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认同作用高于文化等领域的认同。一方面，政治认同的“含金量更高”。人们总倾向于对

政治领域给出稍显苛刻的评价。即使政治和文化领域有相等的认同分数，对政治领域的满意度

实质上会更高些。另一方面，国家的含义并不局限于版图或资源。正如“家”的概念不能被简

单化为“房子”。人可以认可自己家的房子完美，自然条件很好，却不一定会爱这个“家”。国人

可以认可国家风景优美、资源众多，但这并不一定带来对国家的爱和责任心等。因为国家还有

更重要的方面，比如，国家政权、人民等。认同“人民幸福生活”与更浓烈的爱国和国家责任感

才有更直接的关系。
第三，国家认同对爱国主义的预测力，大学生高于中学生。大学生更有主见，能更准确地评

价国家的表现。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又从中学生的背景变量中选择了 5 个题目，将中学生的

“主见”“求知欲”“批判性”等特征提取出来，与国家认同各维度一起引入方程后发现，“主见”
“求知欲”正向预测爱国主义，“批判性”负向预测爱国主义，可解释一般自豪感 32. 5% 的变异，

国家优越感 25. 4%的变异，国家责任感 30. 5%的变异。于是，我们可以推测，若中学生的主见、
评价等成熟，国家的认同对爱国主义的预测也会更有效力。

第四，政治经济实力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为零则可能与在该研究中中学生对政治经济实力的

认同相对较低、出现地板效应有关。当然，同时也应当对此保持警惕，在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以

及改善政府工作的廉洁透明度上下工夫。

四、结 语

在全球化已充分发展的今天，围绕究竟是应该“淡化”爱国主义，还是应该“强化”爱国主义

这一重大问题，学术界有非常多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论证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固然重要，但正

确研判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无论是对于青少年爱国主义理论研究，还是

对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水平依然很高，并没有发现随全球化而降低的证

据。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我国当代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结构中有社会主义价值教育( 国家责任

感) 的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将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观点。此外，本研究还表明，存在于我国青少年头脑中的爱国主义是健康的，是深思熟虑形

成认同后的较为理性的情感，这也为爱国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持久、稳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保证，也符合进入青年核心价值观的标准。
( 一) 全球化拷问爱国主义: 高水平、理性、震荡

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水平较高。在最高分为 5 分的评价体系里，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得分

为 3. 88，中学生则更是达到 4. 17。该结果很明确地回答了，在全球化盛行的今天，中国的青少

年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爱国主义水平，这一核心价值观并未发生改变。就具体成分而言，我国青

少年的国家优越感得分相对较低。以 ISSP2003 中各国在该题目上得分为参照，在世界 30 个国

家中，中国排在第 18 位，与韩国水平相当。排在前 5 位的分别是美国 3. 60，澳大利亚 3. 44，加

拿大 3. 40，匈牙利 3. 34，日本 3. 32( 优越感题目是: 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像本国人一样，那

么世界将更美好)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我国的青少年不仅没有丧失爱国主义的热情，还拥有

比较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完全没有对爱国主义造成冲击。“有出

国的家人”即引发了大学生爱国主义的震荡。可能出于两点原因: 第一，大学生在规划未来人

生，面对激烈竞争的就业压力，出国变成了他们一个较好的选择，他们愿意捕捉、相信外国的优

越性。第二，鉴于目前国内的情况，即使青少年的家长有出国经历，也多是较短期的，很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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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不良的一面，他们的积极感受难免带来大学生的盲目崇外。所幸家人出国尚未对中学生产

生太多影响。应当引导青少年了解较短暂旅行可能带来的认识不全面，鼓励他们通过多种途

径，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
( 二) “国家责任感”的特殊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若分析

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成分，也要从较为客观、理性的一般自豪感成分和较为主观、感性的国家

优越感成分两个维度上进行。不过，在我国的爱国主义成分中，还有一个可以稳定存在的特殊

维度: 责任感，其核心要义是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努力奋斗、献身的责任心。从我们的研究结

果中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目前并没有失去为集体尽责的立场。
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相一致的。青少年群体所表露出的这种较高水平的国家责

任感，可能是宣传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大环境的结果。
( 三) 国家认同诱发爱国主义: 不平衡的效力

本研究中测量大学生、中学生的国家认同的项目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发现了一种较一致

的趋势: 当代青少年群体对政治经济相关领域的认同度比对文化、自然资源等领域的认同度要

低，但其对爱国情感的诱发效力，前者却比后者要高。这不禁引发我们思考，政治领域的表现对

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究竟有多重要? 人们渴望看到国家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期待更快的

经济发展，也盼望更高效的政府、更公平的法律、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方面从微观上看，是

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从宏观上看，则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评价时略带苛责也不足为奇。
也恰恰因为这种苛责的存在，使得政治领域的认同的“含金量”大增。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青少

年一旦认可就可能意味着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带来爱国主义情感的升华。相反，尽管青少年

喜欢本国的文化、艺术、广袤河山并以高分评价，但是这些认同的背后也许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价

值选择，当然对于形成爱国主义的价值观的作用也就比较有限了。
( 四) 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情感的发展变化: 思维成熟度的调节

在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与爱国主义情感的状况上，我们发现很多趋势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都

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两点重要差异: 其一，中学生的国家优越感( 3. 81) 远高于大学生( 3. 05) 。国家

优越感是带有绝对性质的爱国主义情感，本身的确反映出了国人对国家的忠诚，但是却也可以折

射出非辩证性思维的存在。毕竟，即使是自己的祖国，也存在缺点。它不可能绝对优越于其他的

国家，也不会在所有领域都永远正确。中学生在国家优越感上的高得分，反映了他们在辩证思维

上还有缺陷，认为爱是非此即彼的，若是爱就不能不爱，若是好就不会不好。其二，我们发现，中学

生国家认同对爱国主义情感的解释效力远低于大学生。经过后续对中学生数据库的单独分析，可

以说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自身主见及更丰富的信息来源的基础上的，中学生的国家认

同却缺乏这样的基础。因此，我们也不难做出以下推论，即中学生的辩证思维还正在发展阶段，随

着思维的成熟，他们的爱会从“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国家优越感转变为对自己祖国的一般自

豪感和国家责任心; 同时，他们也会逐渐地学习、吸收，形成自己的主见，使得他们能对国家表现给

出更客观的评价，为形成更稳定的爱国主义情感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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