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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dream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eople's pursuit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ream is also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of Chinese dream 

theory, Chinese dream theory is a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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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的实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历史视角来看追梦过程与

国家认同建构过程同一；国际视角来看国家形象塑造与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统一；现实视角来

看中国梦教育回应中国国家认同危机；主体视角来看中国梦教育与国家认同的主体同一。可

见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是国家认同的建构。 

1. 前言 

中国梦是我党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3年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联合推进要求把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教

育教学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此后中国梦教育在各高校开始以各种形式开展。但由于对中国梦教育的实质缺乏深

入思考和探讨，中国梦教育系统化严重不足。只有准确掌握了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才能科学

认识中国梦教育，才能推进中国梦教育顺利开展和形成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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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实质的重要意义 

2.1 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实质是科学认识中国梦教育的内在要求。 

在哲学当中，实质是指某一对象或事物本身所必然固有的属性，即保证该对象或事物成

为该对象或事物的特定属性或特定一套属性。理论只有被人掌握和运用才能发挥作用，而学

习和掌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要准确掌握其实质，只有掌握了实质，才能算是真正认识和掌

握了这个理论。只有准确掌握了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才能科学认识国梦教育，准确把握中国

梦教育实质是科学认识中国梦教育的内在要求。 

2.2 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是正确开展中国梦教育的前提。 

教育活动一般由教育目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或手段、教育对象、教育效

果等方面构成。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才能深刻把握中国梦教育的目标，才能正确把

握教育形式、教育内容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探寻和优化教育形式或教育手段提供方向，才能

为认识教育对象提供准确的视角，才能为提升教育效果奠定基础，总之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

的实质是正确开展中国梦教育的前提。 

2.3 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实质是中国梦教育顺利开展和形成良好效果的保障。 

中国梦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是区别中国梦教育和其

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立足点。中国梦教育要顺利开展，要形成良好的效果，就不

能偏离中国梦教育的实质，如果偏离了中国梦教育的实质，中国梦教育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

果。要检验中国梦教育的实践效果，必须建构起一套测评体系。要构建中国梦教育效果的测

评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所以准确把握中国梦教育实质是中国梦教育顺利

开展和形成良好效果的保障。 

3. 中国梦教育的实质：国家认同的建构 

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中国梦教育的目的恰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大学生认同中国梦，为中国梦的实现

贡献力量。本文人为中国梦教育的实质是国家认同的建构，将从历史视角、现实视角、理论

视角、主体视角四个方面予以论证。 

3.1 历史视角：追梦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过程同一 

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是中国社会的主题，习总书

记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虽然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未顺利成长为现代的民

族国家，并未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

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

民富裕成为了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任务，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探寻救国之道、强国之路的

艰辛征途，也开启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征程。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洋务派领导进

行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办企

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达到镇压农民起义、打败

西方侵略者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但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其以

失败而告终。太平天国运动通过学习西方的宗教来建立地上天国，义和团运动号召“扶清灭

洋”以求打败帝国主义，但因其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而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

阶级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使国

家富强，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扼杀而仅昙花一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

命派放弃改良的幻想，广泛联合革命力量，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终于通过辛亥革命，领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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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族国家观念产生并发

展，王朝认同逐渐消解，国家认同逐渐发展，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

夺，中国重新堕入黑暗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特别是五四

运动使民众看清了西方列强的真面目，推动了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强化，并逐渐认识到了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新道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促使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

民族成为了自觉的实体。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国

民党蒋介石政府违背民意发动了内战，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

立了新中国，并通过三大改造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

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初步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辉煌

的成就就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方案，认可了中国共产党，认可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对中国辉煌成就的感知和分析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国

家认同。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漫长的奋斗历程的最具传播性的凝练。纵观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寻中国梦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中国人民奋斗的客观过程，另一方面也

是也一个主观的认识过程，是中国人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深化认识的过程，而这主客观统

一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是旧的天下认同、王朝认同消解，新的国家认同逐步确立的过

程。中国梦教育首先就是要让广大中国民众深刻理解中国梦的实践历史，从而理解中国梦背

后深刻的国家认同，从自发的国家认同向自觉的国家认同转变，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局面奠定强大的心理基础。综上所述，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中国人追逐和

实践中国梦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 

3.2 现实视角：中国梦教育回应中国国家认同危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的、改革开放迅速加剧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转型，由农

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

（包括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等级与专制转向平等与民主、

从人治转向法治、由封闭转向开放、从单一的社会结构向异质的、分层的、流动的复杂化社

会结构转向。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对的，是一个没有截然分开的界标和明确的转折点的连续演

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成分与现代的成分、甚至后现代的成分相互交织，相互斗

争，其演变在中国目前表现为“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

法互相理解的程度”[1]，中国社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断裂状态。“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物质文

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上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

就；另一方面，在人际互动、道德价值、公共伦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模式等社会（societal）维

度，却呈现出与现代性极不相称的混乱情况。”[2]这些方面的变化表明中国社会面临着比较

严重的认同危机，而国家认同危机是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从个体与群体关系来看，呈现

出集体主义后退，个人中心主义明显滋长并逐渐超出正常的边界、从个体与政府的关系来看

由原来的政府崇拜、政府公正无私向权贵政府私利政府转变呈现出比较严重的排斥态势、从

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来看由利益代表相爱相依向抗争对立争取权益转变，群体性事件增

多。”[3]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日益发展、互联网不断普及、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日益分化

并向多元化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范围内日益边缘化的社会背景下，需要有一个理论来

凝聚人心，重构国家认同。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提出

中国梦。此后党的十九大做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梦的实质就是

在多元化、全球化、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及开创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进入历

史交汇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时代来形成社会最大共识，进而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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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克难，逐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一形成共识、凝聚力量的过程本身就是建构和强化国家

认同的过程。 

 

3.3 国际视角：国家形象塑造与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统一 

“国家形象是个人对某一个国家的亲身经历、领悟、观点、回忆和印象的总和，它包括

个人对这一国家的情感和审美”[4]，国家形象是建立在国家客观现实基础上的主观想象，其

具有很强的建构性。中国的国家形象就经历老大帝国、弱国、崛起中的强国等形象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同时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向西方学习而寻求救国之路、强国之路，中国的“老大

帝国”形象确立，遭受侵略和欺侮的弱国形象，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人受害者心态和缺乏民

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在逐步崛起过程中的所走的处于极少数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一切，在以西方价值观和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未能赢得广泛的正面评

价。中国的国家形象一方面阻碍了中国的国际认同，另一方面弱化了国人的国家认同。国际

认同即其他国家(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这种形象主要包括

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的要素，目前中国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有了极大增

长，中国模式也受到世界关注和认可，但中国的精神因素，软实力尚待提升，“中国崩溃论”

和“中国威胁论”还有很大的市场。从国内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

国家自信重建的过程。”“精神自信与物质丰富有很长的时间差”[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四个自信”就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引人们在感

受中国崛起过程中不仅仅从物质方面来认识，要从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方面立体的认

识。从中国的立场和角度来说，就是面临着国家认同的新的建构。中国梦的提出，使得中国

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进行了概括和凝练，契合了中国的实际，凝聚了人心，强化了

国人的国家认同，又使中国突破了以往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获得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的

话语体系，能够展开较好的对话，从而构建起中国国家的新形象。中国梦教育既要立足于国

内，也要立足于国际，通过国际化的中国梦教育，来让其他国家和人民来真正理解中国，理

解和接受中国给世界提供的独特的价值，消解外国给中国实践中国梦所造成的阻碍，同时又

以国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来进一步强化国人的国家认同。从中国面临的世界环境来看，中国

的崛起需要中国树立新的国家形象，而树立新的国家形象的过程，就是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的

过程。 

3.4 主体视角：中国梦教育与国家认同的主体同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民族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亦

即在一定意义上讲，其是国家、中华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人

民梦的统一。“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

福。”[6]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与未来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其内

容与统一战线有密切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是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阶级、阶层

和社会集团；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

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容有所差异，但其不变的是对国家的热爱和

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维护，不同时期的人民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一个美好的中国追求与奋

斗。“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7]，而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建构新的国

家认同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梦教育就是要使每一个人认同中国梦的追求、认同中

国梦的实践路径、创造中国梦实现的条件，使个人自发的奋斗行为转变为自觉的奋斗，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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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奋斗融入国家、民族、人民的奋斗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

面，实现中国梦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不断实践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通过人民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不断提升，来增强国家、民族、人民的凝聚力。中国梦的实践主体与中

国梦教育的主体和对象同一，即中国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中国梦的教育主体是人民，中国

梦教育的对象也是人民，其统一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梦教育就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个人出彩的国家认同二元动态建构的过程，中国梦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国

家认同的建构。 

4. 结语 

中国梦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梦实质的准确把握，有助于中国梦

教育的有效开展。不论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从中国梦理论的形成背景来看，还是

从中国面临的世界环境来看，从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和中国梦教育的主体与对象来看，中国梦

教育的实质是国家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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