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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国 的 内 涵

缘 何 爱 国

我们应该如何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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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爱国？

爱自己的祖国

详细释义：

爱国体现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

的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

国家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爱自己就是爱国。公民爱国，实际上就是爱自己国家的人民，

捍卫公民自己的根本利益。



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

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是个人所
应该具有的公民道德之一

在当代中国，热爱祖国，最根本的就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爱国的意义

爱国是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国一
定程度上是保证人的生存自由权利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爱国的内涵与以往有了质的变化。封建时代执政者强调人们爱国，
但本质是维护皇权，人民生活在国中，但国不属于人民。社会主
义制度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这样，公民爱国，实际上就是爱自己国家的人民，捍卫公民

自己的根本利益。



爱国的意义

爱国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

爱国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
神纽带

爱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动力

爱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什么是“爱国”？ “爱国”究竟体现为哪些方面、

该怎样去做才是爱国，却往往让人说不清楚。如果具体谈到爱父母、爱朋友，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和践行，

而那些宏大的词汇，比如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就使人失去了清晰的目标感，心中的这份爱，缺少着一

个为之负责的具体对象。



每个人都有拳拳爱国之情，但一腔热情该用到何处?其实对祖国的热爱，
从有形到无形，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疆土 人民 文化



     “爱国”体现为对一国疆土的
热爱。国土构成民族家园，疆域是
国家存在的基础，维护领土权益必
然是一国公民爱国的最直接反应。 

      如果说爱国就从爱脚下的国土开始，那么亡国就从丢掉疆域的寸土开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往往一块砖瓦的丧失，就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的前奏。

　　因此，爱国之心首先就根植在本土的大地上，寸土必争，因为我们，守

土有责。

疆 土 之 爱



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与文明史。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

壹 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东部和南

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千米 贰 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多万平方

千米。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多个

叁 中国同14国接壤，与8国海上相邻 肆 省级行政区划为4个直辖市，23个省，

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



明领土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

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 位于国家主权下的

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以及其底土和上空。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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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86%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95%E5%9C%9F


人 民 之 爱

    朝代会变迁、历史会发展、时代会前行、制度会

改变，但是在潮起潮落中始终不断流的文化，才是

一个民族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也是一

个国家独具特色、屹立世界的精魂所在。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修养的现代公民：立足当代，不忘过去，传承

昨天，面向明天，多元文化并存而独具中国特色—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守土有责”，守文化

的根基不断、守精神的土壤不灭，用我们个体的文

化修养，构筑中国文化这道万里长城的绵延不绝。



文 化 之 爱

朝代会变迁、历史会发展、时代会前行、制度会改变，但

是在潮起潮落中始终不断流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经久不

衰、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也是一个国家独具特色、屹立

世界的精魂所在。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

养的现代公民：立足当代，不忘过去，传承昨天，面

向明天，多元文化并存而独具中国特色——这就是我

们每个人的一份“守土有责”，守文化的根基不断、

守精神的土壤不灭，用我们个体的文化修养，构筑中

国文化这道万里长城的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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