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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提 要 
 
 
 

壹  研究目的 

本文以「後殖民與民族主義：中國大陸愛國主義教育理論之構成」為題目，研究

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探討「後殖民主義」理論及其與中國大陸教育的關係內涵，特

別是其對愛國主義教育理論的反思與批判，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教育學方法論的研

究領域；二、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度下民族主義的不同類型，並探討中國大陸以國家

中心為主的民族認同教育的特性及其歷史文化背景；三、審視並反思在「後殖民論述

的概念架構下，不同形式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性質、任務與內涵；四、

闡述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涵、特性，並說明這種與資訊化、全球化時代相

配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質乃是公民教育的真諦；五、歸納研究發現，並重構合理

的愛國主義教育理論：一方面先建立現代意義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再

朝轉化成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方向努力，以作為今後中國大陸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

轉型或實踐工作的參考，而這種合宜的公民教育亦有助於兩岸關係的未來發展。 

 

貳  研究架構 

本文以後殖民論述途徑為主要架構，兼採歷史詮釋分析途徑、全球化論述途徑和

意識型態批判途徑，冀能超越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理論困境。本文的

論述內容，除了第一章緒論與第六章結論外，主體結構大致上分成下列三部份： 

其一，理論與背景部份：第二章，適用於中國大陸教育研究的後殖民理論。第一

節則從後殖民主義與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國家教育的關係作為分析起點，承續上一章

的一般性愛國主義教育理論文獻之探討，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兩種對立的愛

國主義教育，且能在全球化時代建構現代中國具有後殖民思維的公民教育；第二節則

探討後殖民主義論述及其與中共建政五十多年教育發展間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在第三

節中將其對愛國主義教育理論進行批判與反思，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陸教育

方法論的研究領域。第三章，民族主義類型論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分析在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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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向度下中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兩大類型，並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基礎與

其歷史合理性，以及中國大陸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到鄧後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

歷史文化背景。 

其二，理論的印證部份：第四章，作為愛國主義教育理論基礎的民族主義，包括

第一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二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

主義教育，與第三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說，我們從中共

官方文件、出版刊物與相關專書中，考察中國大陸愛國主義教育的理論內容，可分三

大塊，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同時，筆者審視、反思在後

殖民主義論述的概念架構下，並輔以意識型態批判途徑與全球化論述途徑，探討中國

大陸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不同型態的愛國主義教育理

論之意涵、性質與任務。基本上，中共從改革開放以來、特別是「六四」天安門事件

之後，一方面不斷深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納編，但另一方面

又強調要防止來自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而其用來作為抵擋西方

文化價值觀滲透的基礎乃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已較甚少

標榜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了。 

其三，展望與結論部份：第五章，筆者歸納研究發現，提出現今中國大陸愛國主

義教育理論的難題與反思，並至盼中共當局能順符中國大陸社會變革與發展對教育的

要求，以及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潮流，用公民教育的概念來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念。

最後，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亦即，筆者嘗試提

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理念與精神，作為中國大陸欲與世界接軌時必須進行

愛國主義教育理論轉型之參考。 

 

參  研究發現 

一、愛國主義教育理論的特點 

  ※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堅持以馬列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識型態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三）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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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四）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五）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利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六）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精神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七）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歷史與傳統文化。 

（八）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理論旗幟。 

二、愛國主義教育理論的難題 

（一）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侷限。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肆  展望 

一、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陸教育研究的啟示 

（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 

（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精神教育。 

（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理論的轉型 

（一）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來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二）建立制度化的民主公共領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