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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在欧美日韩等国大学的问卷调查分析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Overseas Youth 

--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Europe, the US, 

Japan and Korea 

郭殊  朱绍明  万杨** 

 

摘要：日益增多的海外留学青年成为当代中国青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他们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感，以及未来是否愿意将在国外的所学所获投入到祖

国的建设中，都受到了高度关注。通过对在欧美日韩等多国留学的青年学子进行

问卷调查，了解海外青年留学生的爱国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有缺乏社会

归属感，个别向国外宗教组织寻求慰藉；权利保障机制不足，难以享受作为中国

人的尊严和荣耀；不了解内形势政策，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疏远。应当加强

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主要对策有加强出国留学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留学生

大力宣传国家最新方针政策，推进各类驻外组织对留学生的权益保护，鼓励留学

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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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group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Their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willingness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has been paid high attention. The 

paper mak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tudents studying in Europ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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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d,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figures out that the main 

problems include: the lack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results in seeking 

solace to foreig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lack of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which doesn't help students to enjoy the dignity and honor of 

being a Chinese; and the lack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estic policy and 

situation, which leads to a c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of young 

people studying abroa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before 

studying abroad, hold domestic policy propaganda in great account,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students’ interest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creat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personal destin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Overseas youth;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Patriotism; Chinese dream.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远赴世

界各国读书深造。据 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

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 14%，位居世界第一。

而由于所处环境的变化接受教育的多元化，青年留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其爱国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爱

国主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走出国门、放眼国际的青年在了解了真正的

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他们的爱国意识会如何变化，他们对于“中国

梦”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怎样的，本文对此做了问卷调查和初步研究，并提出

了若干相应对策，供相关部门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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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青年爱国意识的现状  

（一）当代青年爱国意识的内涵和存在的问题  

爱国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

同的具体内涵和特点。（江泽民，2006:121）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爱国

已经不仅是一个人热爱国家的朴素情感，更是一种基本的公民意识。党的十七大

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在爱国主义的范畴之内，青

年的爱国意识集中体现在其对国族身份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之中。对国家

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是指青年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以及

国家主权等的认同。这种认同实质上是青年群体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

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而青年对国家的责任，主要指对外应

当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争取民族尊严与平等地位，对内应当建设经济发达、政治

民主、文化繁荣与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了

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

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觉得受到伤

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贺金瑞，燕继荣，2008:7）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强势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的爱国意

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更多地专注于自身个性而非集体国家，更多地关

心世界潮流而非民族特征，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责任意识

逐渐被削弱，他们中有的甚至缺乏理性客观的爱国情怀和爱国行为。（郑文姬，

2006:52-56）因此，如何更好地应对当代青年爱国意识不断淡化的现状，（彦淳，

聚焦，2009:12-13）探索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使爱国主义能够深深扎根

于每一位当代青年的内心深处并切实付出行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

实意义。 

（二）当代青年爱国意识的实证考察：以海外留学生为对象  

海外留学生是一个具有特殊代表性的青年群体。由于身处环境和接受教育的

特殊性，海外留学生的国家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认同感较国内青年来说都有更为深

刻的体验。他们深处异国他乡，受到外国文化环境的广泛影响，对自己的国家身

份和公民地位的认知与评价，以及对国家的感情都会有一定变化，而这些演变正

是我们研究青年爱国意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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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族身份认同感和国家责任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民爱国意识是一种典

型的社会认同。在社会认同理论中，学者们主要采取认知成分、评价成分和情感

成分三个方面来考量认同维度。还有的研究者提出群体认同的行为成分。在不同

的研究中，各成分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认知成分有的指意识，有的指自我归类；

情感成分有时指个体对群体身份的喜欢程度，有时也包括个体与其他成员互动的

等方面。（陈晶，2004:9）笔者认为，分析考察海外留学生国家认同的几项重要

基础应当包含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四大成分。其中，认知成分应当包括个人

的爱国意识及其变化，评价成分包括个人对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和态度，情感成

分包括个人对国家和家乡以及对留学所在国所具有的情感和心境；行为成分包括

个人对未来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预期，以及基于此预期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基于以上考察基础，笔者设计了一套包含十四道题目的问卷，从认知、评价、

情感和行为四个角度调查了海外留学生爱国意识的实证情况。希望以海外青年留

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基本资料、留学资料和爱国意识现状的比较分析，

总结出海外青年留学生爱国意识与其年龄、教育背景等因素的规律性联系，以更

客观准确地了解当年青年的爱国意识，并通过对海外青年留学生爱国意识现状的

分析，为我国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更好的策略和方法。 

 

二、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以了解当前海外青年留学生爱国意识的现状为主旨，随机采访

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 29 所

高校的中国青年留学生，此次调研的具体高校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康奈

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西弗罗里达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马萨诸

塞州立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阿伯丁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德国蒂宾根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国

柏林洪堡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法国巴黎第六大学、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法

国巴黎第九大学、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凡尔赛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早

稻田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岭南大学等。共发出调研问卷两

百余份，收回有效问卷 131份，其中女性受访者占 50.38%，男性受访者占 49.62%。 



	   5	  

（一）有关留学生基本情况和趋势的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第一、第二部分中有关受访者基本资料的调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海

外青年留学生的留学状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1.留学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 

如图 1所示，海外留学生以 28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力军，约占留学总人数

的 83.21%，其中 90后约占总人数的 24.43%。 

 

图 1：海外青年留学生的年龄分布表 

2.多数留学生拥有国内高等教育经历 

虽然随着留学低龄化趋势的突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前往海外就读高中

或大学本科，但就目前情势而言，如图 2所示，在受访的海外青年留学生中，有

九成以上的留学生曾在国内取得本科或者以上学历，海外留学仍以高水平深造为

主。 

 

图 2：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是否具有国内本科或以上学习经历的调查 

3.留学青年以高素质、高学历者居多 

海外青年留学者中以高素质高学历留学者为主，多数留学者曾就读过国内的

985或 211院校。如图 3所示，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留学者具有国内 985院校

的就读经历，而具有 211院校1学习背景的留学者更是高达七成以上。 

	  	  	  	  	  	  	  	  	  	  	  	  	  	  	  	  	  	  	  	  	  	  	  	  	  	  	  	  	  	  	  	  	  	  	  	  	  	  	  	   	  	  	  	  	  	  	  	  	  	  	  	  	  	  	  	  	  	  	  	   	  
1 211院校包含属于 985高校的 211院校和不属于 985高校的 211高校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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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有关海外青年留学者国内曾就读高校类型的分布图1 

 

（二）对于留学生爱国意识和“中国梦”认知的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的第三部分主要以海外青年留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海外青年留学生的爱国意识主要

有以下几个特点： 

1.出国前爱国主义教育欠缺 

相当一部分青年留学生出国前缺乏爱国主义教育，爱国意识较为薄弱。如图

4 所示，有超过半数的海外青年留学生出国前爱国意识“一般”，同时，选择出

国前爱国意识“不是很强烈”甚至“无所谓爱国”的留学生也占了将近一成。 

 
图 4：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出国前爱国意识的调查2 

2.出国后爱国意识增强 

大部分海外青年留学生出国后爱国意识有所增强，其中对国家有了一个更为

清晰的认识和对国家认同感的增长是影响留学生爱国意识的关键因素。如图 5

	  	  	  	  	  	  	  	  	  	  	  	  	  	  	  	  	  	  	  	  	  	  	  	  	  	  	  	  	  	  	  	  	  	  	  	  	  	  	  	   	  	  	  	  	  	  	  	  	  	  	  	  	  	  	  	  	  	  	  	   	  
1 注：A表示 985高校，B表示非 985高校的 211高校，C表示其他高校， AB表示具有 985高校和 211
高校双重背景；BC表示 985高校和其他高校双重背景，BC表示具有 211高校和其他高校背景，ABC表示
具有 985高校、211高校和其他高校三重背景；其中另有 12人未选，表示无国内高校背景。	  
2 注：逗号前为选择这一选项的样本数量，逗号后为占全部样本的百分比，下面的图如不特殊说明，与此
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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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关于“出国后爱国意识是否增强的问题”上，有近八成的学生选择了出

国爱国情怀略有增强或明显增强，而在增强的原因选择上，海外青年留学生爱国

意识增强的原因也依次表现为：（1）能更客观清晰地认识中国（占 35%）；（2）

能更深刻感受到个人尊严与民族尊严紧紧相连（占 29%）；（3）因为中国在世界

舞台的日益崛起而感到自豪（占 25%）；（4）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激发了爱国

心（占 10%）；（5）其他原因（占 1%，例如有的留学生提出了 “语言归属感”、

“反感身边同胞的言行，惊讶于他们民族自豪感的缺失”以及“从外部看国内更

能不被国内环境所影响，避免了被蛊惑和盲目爱国”等原因）。 

 
图 5：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出国后爱国意识是否增强的调查 

3.毕业后重返祖国 

大多数留学生认为国内发展机遇更多，选择毕业后归国就业。与上世纪海外

青年留学生的“移民潮”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

73%的青年留学生认为国内的发展机遇多于留学所在国（如图 6所示），更有 74%

的留学生选择在毕业后立即归国或者工作 1至 3年后回国（如图 7所示）。 

 
图 6：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眼中国内发展机遇更多还是国外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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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毕业后是否归国的调查 

    在希望毕业后归国发展的海外青年留学生中，如图 8所示，他们的选择原因

主要表现为：（1）大部分亲人朋友都在国内，国外生活太孤单；（2）国内就业市

场更广泛，机会更多，国外找到合适工作太艰难；（3）更适应国内的生活，融入

国外的本地文化太困难；（5）国内生活更丰富多彩，国外生活太单调安逸。此外，

诸如工作签证比较难办理、国内环境更适合创业等因素也是这部分留学生做出选

择的原因之一。 

 

图 8：海外青年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的原因分布图1 

 

    而那些希望毕业后能够留在海外发展的留学生，如图 9所示，他们的选择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外的生活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更好更舒适；（2）国外的发展机遇更多，发展潜力更大；（3）更喜欢和适应国外

的文化和生活习惯。 

	  	  	  	  	  	  	  	  	  	  	  	  	  	  	  	  	  	  	  	  	  	  	  	  	  	  	  	  	  	  	  	  	  	  	  	  	  	  	  	   	  	  	  	  	  	  	  	  	  	  	  	  	  	  	  	  	  	  	  	   	  
1 此题为多选题，所以数据中表示人数的前半部分的总和大于 131，表示百分比的后部分总和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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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海外青年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发展的原因分布图1 

 

4.个人梦与中国梦共同实现 

此次调研显示，大部分海外青年留学生知晓并认同“中国梦”的构想，同时

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与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实现个人梦想具有紧密联系。如图

10所示，在海外青年留学生中，有 73.28%的留学生了解目前国内有关“中国梦”

的构想，而在了解“中国梦”构想的人群中，更有高达近九成的留学生认同“中

国梦”（如图 11 所示）。此外，四分之三以上的留学生认为“中国梦”的提出有

利于促进海外青年留学生学成归国并早日实现个人梦想（如图 12所示）。 

 
图 10：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是否了解目前国内“中国梦”构想的调查 

 

	  	  	  	  	  	  	  	  	  	  	  	  	  	  	  	  	  	  	  	  	  	  	  	  	  	  	  	  	  	  	  	  	  	  	  	  	  	  	  	   	  	  	  	  	  	  	  	  	  	  	  	  	  	  	  	  	  	  	  	   	  
1 此题为多选题，所以数据中表示人数的前半部分的总和大于 131，表示百分比的后部分总和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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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是否认同“中国梦”含义的调查1 

 

 

图 12：有关海外青年留学生眼中“中国梦”是否和自身学成归国实现个人梦想具有密切联系的调查 

     

   （三）部分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留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

感和民族自豪感明显增强。但仍存在部分学生爱国意识不够强烈、国家认同感和

公民意识较弱的情况。经过分析，我们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

后果： 

1.缺乏社会归属感，个别向国外宗教组织寻求慰藉 

调研结果现实，85.36%的留学生认为国外生活太孤单。一方面，由于不同国

家间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较大、生活习惯与沟通方式不尽相同，使得留学生要真

正融入所在国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中往往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国家对留学生在外

生存状态，包括学习、生活、心理等各个方面观察的忽视，也使得留学生难以建

立对国家的归属感，而出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现象。为了寻求心理慰藉，一

些留学生会选择参加当地的教会组织。一方面，宗教组织对于留学生的参与基本

持欢迎态度，留学生得以迅速融入组织生活；另一方面，很多留学生抱着了解当

地人文化习惯的心态参加宗教组织活动，但由于心理准备不充分或者心智不够成

熟，而盲目投入国外宗教活动、接受国外宗教组织的思想，最终淡化了对祖国和

民族文化的认同。 

2.权利保障机制不足，难以享受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75%的留学生认同“华人在国外一些大公司或者机构发

	  	  	  	  	  	  	  	  	  	  	  	  	  	  	  	  	  	  	  	  	  	  	  	  	  	  	  	  	  	  	  	  	  	  	  	  	  	  	  	   	  	  	  	  	  	  	  	  	  	  	  	  	  	  	  	  	  	  	  	   	  
1 注：此题作答者总数为 96人，即图 11中选择了解国内“中国梦”提法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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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存在‘玻璃天花板’”一说，以及“虽然海外公司的高层职位对某个群体来说

并非遥不可及，实际上却无法真正接近”的说法。实际上，海外留学生在国外寻

找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到工作机会或待遇上的歧视与不公对待。留学生的

就业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留学生的人身权也会受

到侵犯。例如，2013 年初美国政府在未查清真相的情况下就将中国留学生小孙

列入“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无独有偶，2010年，同样在在美国留学的新泽西斯

蒂文思技术学院的一位留学生因与导师发生口角而被美国检方作为“恐怖分子”

提起控诉。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更是借口“预防恐怖主义”，建立“学

生及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数据库”，要求所有留美学生的个人资料必须输入该系

统。这些都对中国留学生的权益构成严重侵害，并容易将受到的侵害归咎于其拥

有的中国公民身份。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会使远离家乡在外求学的留学青年身心

受到打击。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自身权益的侵害，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煎熬。无法

享受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与荣耀是影响留学青年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的严重障碍。 

3.不了解国内形势政策，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疏远 

在参加调研的留学生中，有 26.72%的人不了解中国梦的含义，20.61%的人

不认为学成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是其出国学习的目的之一；此外，在和参与调

研的海外青年留学生的交谈中，不少留学生也坦言，在出国留学后，自己很少与

国内的亲朋好友联系，更少通过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关注国内时事发展。海外

青年留学生心中这种对国内形势关心的缺乏，对国情认识的脱离，也使得他们与

国家的距离感逐渐拉大，民族自豪感和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也逐渐被削弱，更无法

将自身的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犹如多米诺骨牌般地，海外青年留学生

无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又加剧了他们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

政治认同感的削弱。没有国家认同也自然不可能将个人命运维系于国家发展之

中。长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青年留学生的爱国意识。 

 

三、巩固和加强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的对策  

巩固和加强海外留学青年的公民爱国意识，提高留学青年的国家责任感与国

族认同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当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引导留学生形成自

觉爱护国家、建设国家、捍卫国家的意识和观念。笔者认为，针对问卷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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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现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提高海外留学青年的爱国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工作： 

 

（一）  加强出国留学前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笔者抽样调查的问卷当中，90.8%的人曾在国内就读过本科及以上学历；

而其余 9.2%的人则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大学时期是青年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得

到重视。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在学校开设的思想道德相关的课程中进行，注

重正面的理论灌输和知识传授，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是显性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只是使学生了解了教育的内容，但是对爱国主义

教育内容缺乏感性的体验。（刘淑珍，2009:18）而且，难以使青少年学生形成对

国家政治文化的系统认识，难以树立明确的政治信仰。 

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是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体认

中逐步实现的。中国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因此必然表现为以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社会认同。爱国主义教育既要注重传统内

涵、历史渊源，还应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立足于对我国改革开放、建

设和谐社会的现实国情，结合社会热点，对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引介，以提高教育

成效。（许会荣，2009:113） 

因此，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爱国教育应当建立在以民族传统文化和公民意识

的基础之上。在青少年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不仅加强对青

年学生在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传统方面的教育与认同，更加加强青年学

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认同。运用文化力量搭建国家与青年留学

生的精神纽带，在法律的强制规范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外，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

塑造青年的爱国思维，以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培育青年群体的民族凝聚力。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进行公民爱国意识教育的一些有效措施。例如，美

国普遍设有“公民教育课”，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价值观教育融会贯通，培养责任

公民是中小学的教育目标。同时，他们重视传播美国精神和美国思想。对各种历

史遗迹精心保护，认为这是向人们传播美国精神的实物科教书，以增强公民的爱

国意识。新加坡则是通过实施“社会认同工程”，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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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增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孟书明，

2008:217-218） 

（二）对留学生大力宣传国家最新方针政策  

26.72%的留学青年表示对中国梦的含义并不了解，这说明国家的政策方针或

者理想信念在留学青年中的深入普及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如果对“中国梦”不

甚了解，更何谈认同呢？因此要想加强海外留学青年的国家认同，必须帮助他们

了解国家的形势政策，了解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唯有如此，

才能推动青年留学生去思考和评价国家政策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为使海外留学生及时掌握和理解国家政策法律和改革发展进程，可以从建立

明确责任机构、发挥海外团体作用和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1.明确责任机构 

使留学生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法规政策不仅是国家对留学生的期望，也是留学

生自身应有的觉悟和素质。在依靠新闻媒体报道之外，还可以在教育部设立诸如

“留学生政策学习指导中心”等专职机构，负责制定编印适用于留学生的方案和

学习资料，通过外交部驻外机构教育参赞发放到留学生手中，并定期对留学生学

习情况进行调查和监督，对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力求

实现对宣传学习过程的整体推进和掌握。 

2.发挥海外华人社团作用 

驻外使领馆应加强与当地华人团体、留学生组织的联系，依托这些机构适时

开展宣传活动，使这些机构成为留学生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例如推动国外校园

内开展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校园文化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

段，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丁水庆，2010:163）海外民间组织可以

适时在大学校园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留学青年的广泛参与和关注，为

留学生营造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 

3.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信息时代使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留学生与祖国的联系依靠电

报和书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所以，因广泛运用互联网平台，通过邮箱、微博、

微信等留学生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熟悉工具开展国家法规政策的宣传讲解。 

（三）推进各类驻外机构对留学生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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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外留学生合法权益的最强大后盾就是国家，国家对海外留学生权益保

障的力度和效果，直接影响着留学生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国家应当从各个方面

妥善安排，努力从各个方面维护海外留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具体包括： 

1.驻外使领馆应当加大保护力度。 

与所驻国的警方、移民局、外交当局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大力宣传中国方

面有关保护留学生的法律法规，做好领事保护工作，令海外留学生时刻感受自己

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2.组建海外共青团组织，保护留学青年权益。 

通过各级团组织建立驻外团工委，搭建平台，密切联系海外留学生，通过驻

外团工委的服务和引导功能，力所能及为留学生解决各类生活与学习困难，提高

青年留学生的集体归属感。 

3.通过原就读高校加强对留学生的权益保护。 

可以通过国内各大高校建立驻外校友会，使曾就读于国内高校的学生在海外

得到母校的支持，树立自信，有归属感。 

4.借助海外学生组织的力量为留学生提供帮助。 

在海外高校中，可以通过积极推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学生组织的发展，

从组织上和物质上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用以帮助为留学青年提供直接

有效的权益保护。 

（四）鼓励留学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真正本质是激活人民群众固有的、潜在的爱国主义情

感，将其由非理性状态升华为理性化的爱国主义观念，并由此导致自觉的具体爱

国主义行动。（罗飞来，许永平，1995:12）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于爱国主义行动。对于留学青年而言，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之以是希望其能将

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个人的命运和发展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息息相关。只有国家强盛，个人才能真正卓有所成。鼓励和启

发留学生实现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结合互融，应当有效培育和增强留学生的

民族责任感、国家认同感、政府信任感和政治参与感。 

1.增强民族责任感 

根据当代青年的共同特点和留学生的群体特点，有效增强留学生的民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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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当以加强国家兴衰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观念的宣传为重点。在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社会制度下，留学生难免将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个人发展，而关注国家

发展比较少，所以在宣传中应增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密联系，荣辱与共的内容，使留学生认识到只有实现中国梦才能更好的实现个人

的理想，促使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和对理论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树立远大理想抱

负，在实现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的结合中不断增强民族责任感。 

2.提升政府信任度 

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已经成为

各国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现象。由于身处海外，留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接触的新闻多是站在所在国政府态度、价值观的角度和立场，其中不乏对中国

存在敌意和缺少了解的媒体发表的有失偏驳的报道，这就容易造成留学生有时无

法掌握事实真相，不能明辨是非，从而导致对政府的误解和不信任。因此，增强

留学生对国家政府信任感可以从政务透明和新闻先发两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推

进政府办公和治理过程的透明度，让留学生在相关网站可以清楚查到政府的政策

法规和下一步发展建设的规划；二是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

公开信息及后续发展处置情况，并在国家媒体和国外媒体中及时发布官方声明或

事件评述，把握时间上的主动权，使得正面声音先入为主，引导留学生正确认识。 

3.加强政治参与感 

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并不能因此而缺少或失去为国家发展建设建言献策

的机会和平台。针对目前留学生普遍对国家政治和政策方向缺少了解、关注度不

足的情况，建议在以国内主流媒体宣传的基础上，依托当地使领馆定期组织留学

生参加有关国家政策法规变化和最新理论成果的交流学习会，通过讨论加深对相

关内容的了解；安排国内专家出国开展讲座，用朴实、生动，易于留学生接受的

方式方法，解答留学生的困惑和疑问；同时，设立专门网络平台提供留学生向政

府建言献策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留学生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并逐步实现常态

化和规范化，提高留学生关注政治的积极性，让其感到学习生活与祖国的发展紧

密相连，切实增强对国家发展建设的参与感。 

4.提高回国幸福感 

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为留学生回国就业与创业提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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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和环境，鼓励留学生将所学所获贡献给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

的伟大复兴事业。使他们感到个人事业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通过提供一系列制

度保障和优惠政策使留学生感受到回国就业或创业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使他们享

受到比在国外更加平等或优厚的工作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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