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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历史贡献

周摇 围,戴文婷淤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

实践中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在新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将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贯穿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并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确立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新时

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阐述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对象;探
索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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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邓小平对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历史贡献

是指,邓小平自 1977 年 7 月恢复领导工作后的 1978
年 12 月至 1992 年 2 月这段时间,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他
将自己的爱国情感、思想贯穿于整个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以此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并使之转化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所做出的历史

功绩。 邓小平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是邓小平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上研究邓小平对新时

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历史贡献,对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七大精神,对研究邓小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理论意义。

一摇 确立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
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

的主题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冶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冶
结束。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面对

当时国内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他从端正思想路线

入手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他对思

想教育工作、科技和教育工作、军队工作、工会工作

和企业管理工作、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工作、劳动分

配问题等 6 大领域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工作提出

了重要的指导意见,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冶引导和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并
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冶 “要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冶 [1]152鄄153他针对中国当时的

实际,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原则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1979
年 3 月,他又特别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

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搞

现代化建设。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

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

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

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

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
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

一切力量。冶 [1]162鄄163邓小平把“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

代化冶确立为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冶,因为它代表人

民最根本的利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明确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



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冶 [2]3此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冶成为新

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中国自 1840 年以来,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封

建社会的腐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丧失主权的屈

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苦难深重的生活。 由此,
“爱国、救国、强国冶成为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一个

基本主题。 期间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戊
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使得“爱国、救国、
强国冶的主题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确立“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冶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

主题,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爱国、救国、强
国冶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

点,它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指明了

前进奋斗发展的方向。

二摇 提出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
指出培养“四有冶人民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的根本

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忠诚、报效自己祖国的一

种深厚情感、思想和自觉行动。 它集中表现为: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坚定的民族自信

心,把个人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把爱国情感转化为自觉报效祖国的一种现实行

动。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具体要求和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主

义主要表现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斗争。 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为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新时期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为建设和保卫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而贡

献力量。
在新时期,邓小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

出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根本

任务。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中

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
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

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冶 [2]3

这是对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基本要求最精辟的

概括。 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

工作要培养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二

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要教育人们把对祖国的

热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行动;三是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要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爱

国主义荣辱观,并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
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作为衡量与判断是否爱国的

基本准则。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群众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

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 加强新

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始终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全过程,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983 年 4 月,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

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冶 [2]28这是他第一次从理论上

提出: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

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冶新人。 此后,他又多次

强调“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

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冶 [2]110

1987 年 2 月,他又强调“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

成为‘四有爷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爷干部。 ‘四
有爷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冶 [2]205不仅

如此,邓小平还要求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理论工

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
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

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
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冶 [2]40这是

针对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职能与专业特

点,为实现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要
求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和文艺工作,教育引导

人民认清形势,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

主义道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冶的伟大实践,做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冶人民。

此后,邓小平的“培养‘四有爷人民冶这一理论观

点被先后写入有关的党的文献和决议中,如 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冶;1986 年 9 月的《中共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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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被规定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冶的内容

中。 邓小平的“培养“四有冶新人成为我国新时期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理

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纲领。

三摇 阐述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理想的重要

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拨乱反正,中央决定把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邓小平通过对当时国内外形

势的分析和对工作的回顾总结,对社会上出现的两

种社会思潮作了认真分析后明确提出:在新时期,中
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冶的

理论观点,并对此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从 1978 年 12 月至 1992 年 2 月的 14 年,邓小平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

合,对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

述: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关于党的基本路

线的教育、关于改革开放的教育、关于理想信念的教

育、关于爱国主义传统的教育、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

教育、关于艰苦奋斗传统的教育、关于维护民族团结

和国家统一的教育、关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教育、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关于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的教育、关于形势与政策的教育等。
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邓小平新时期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的内容。 这些内容成为了我国新时期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重要的理论指导。
1979 年 3 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出现的两种社会

思潮:一种是“左冶倾社会思潮。 它对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种

是右倾社会思潮。 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搞资产阶级自

由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面对这种社会思潮所

产生的危害,在思想政治上应如何认识,在具体措施

上应如何应对,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

方向,它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

命运。 对此,邓小平在党中央理论工作会上明确指

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

提。 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冶 [1]164鄄165

这个论述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中国要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确立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根本地位;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中国

的社会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思想理论指导的根本要求。 三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此后,他
又多次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四

项基本原则的功能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
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 不坚持社会主义,
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

化?冶 [1]256他还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

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冶 [1]342,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

点。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
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391。 他还

强调,在新时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允许

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

确定[1]358。
此后,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冶的思想,概括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的内容中。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将有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冶的内容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
用党章的形式确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冶的重要指

导地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冶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它体现于 1982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
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并强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

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冶的重要论断,对中国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

践指导意义。
实践证明,在新时期,如果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和

不断前进;如果我们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是坚持得

不够,就会严重危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实现四个

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冶的论断是邓小平对中

国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 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它的核心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四摇 明确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对象,要对

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重点是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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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凝聚全国人民的爱国力量,鼓舞全国人民的爱国斗

志,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工

作方法。
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

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

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

质教育冶 [1]262。 他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与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针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有
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和党员、一般干部、军队、科技

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青少年、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政协委员、民主党派

和工商联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用坚定的信念

把人民团结起来冶 [2]190,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宏伟目标鼓舞人民的斗志和凝聚人民的力量。
在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努

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978 年 12 月,他在中央

工作会议上对领导干部和党员说:“几百个中央委

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

化经济建设。冶 [1]153为了能更好地适应领导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高速度、高水平的发展对领导者能力素

质的要求,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党员和一般干部要

加强学习: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要使全党各级干

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学习和熟悉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

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147。 二是学经济学科技学管

理。 特别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

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
一个是学管理。 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

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冶 [1]153

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场伟大而

深刻的革命,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只有通过学习和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解决

问题才能更好的前进。 此后,在领导干部、党员和一

般干部中展开了学经济、学科技、学管理的读书学习

高潮,并将学习和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实

际工作,有力的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发展。
邓小平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对军队的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 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要

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冶 [2]98,这个大局就是党中央

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他强调全国党政军民

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特别强调“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

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

行动冶,“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

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冶 [2]99还明确要

求空军、海军和国防科工委,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的

经济建设。 空军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腾出一些

机场,搞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海军支援国家港口的吞

吐能力,腾出一些港口,搞军民合用或是民用;国防

工业支援国家的工业产品建设,利用自身的技术和

设备优势,大力发展民用产品。
此后,军队落实邓小平这一重要指示,坚决服从

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援

国家的改革开放。 事实证明,军队在改革开放时期

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为加快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重要

贡献。
邓小平非常关心重视科技教育工作和对科技教

育工作者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邓
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自告奋勇

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 我们国家要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 我想,要从科学和教

育着手。冶 [1]48此后,他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社会主

义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出“四个

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科学

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

济的高速度发展。冶 [1]86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技术人

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

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 各行各

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1]95。
1985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

说: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 科技工作者以

自己的科技成果,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

很好的主意。 科技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

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2]108。
他在对科技工作者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

还指出:现在科技专家在我们国的政治地位和社会

地位大大的提高。 他要求科技工作者通过自己卓有

成效的科技工作成果来影响社会对知识的重视,推
动全国人民学习知识和掌握知识[2]108。 1988 年 10
月,他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对科技工作

者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

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冶 [2]279他把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与国家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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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与国家民族的能力和兴

旺发达相联系,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

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

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不要失掉时机,要重视

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

的发展。
邓小平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非常重

视,在新时期他多次强调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早

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从理论上第一次系统的对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行了论述:“我们要大力在青

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

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

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
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

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

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

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

动者。冶 [1]106这是他对如何开展教育培养青少年工作

提出的全面而又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爱国主义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工作作

风和纪律教育、健康成长成才教育等内容。
此后,这一论述成为新时期对青少年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工作重要的理论指导。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

来,是民族的希望。 他们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使命,他们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生力军。 青少年由于受自身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与社

会阅历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在新时期,受社会思潮、对外开放带来的坏东西和不

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青少年思想行为出现了问

题。 对此,邓小平指出:“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

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

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冶 [1]365 他强

调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

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 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

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要努力使我们

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
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

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

好习惯。
针对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

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的现

象,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

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

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

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

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

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针对不良社会风气

对青少年思想行为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对这种情况

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教育

青少年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注

意自己的国格人格;要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

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五摇 探索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有效方法,
研究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方法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92 年的 14
年,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中
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在这 14 年间,国内外形势

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对人们的思想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影响。 面对

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继续坚持我国的改革开放

政策,如何继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采

取相应对策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这对我们既是一个

挑战也是一个考验。
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要及时研

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 有针对性的强调各方面的

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

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

方面的问题[1]149。 他通过调查分析,实践探索,总结

工作经验,积极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教育方法,以适应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增强新时期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他探索解决问题的教育

方法主要有:思想教育法、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法、
理想纪律教育法、文艺作品教育法、历史教育法、艰
苦奋斗教育法、民主法制教育法、国情教育法、形势

政策教育法、改革开放前后比较教育法、家庭教育

法、综合教育法、实践创新教育法、多种媒体宣传教

育法、总结经验教育法等。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

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尤其是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

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

碍。冶 [1]152在对待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上,他首

先从思想教育入手,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要在思想

认识上有足够的准备;要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

整体利益为重;要有战胜困难与克服问题的信心。
并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予以指导,他强调要信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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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走群众路线;要向群众说明白目前出现的情况和

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排除前进中

的障碍。
邓小平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工作。

1979 年 3 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

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

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

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冶 [1]179他要求理论教育工作者要

通过理论研究,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

经济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

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理

论问题,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

力的论证。 强调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

的理论任务,是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并对开展

理论研究工作的提出了系统而又具体的指导性意

见,要赶快组织理论研究力量,制定好理论研究计

划;要依托专业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要尽快陆

续出版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

文、书籍、读本、教科书。 要用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教

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

员,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的主题、根本任务、内容、对象、方法的系统论述,成
为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它对当前指导我国的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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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爷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Period of Patrio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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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Patriotic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Deng Xiaoping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long鄄term practice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new period, he put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 together with Chinese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practice and patriotism education
throughout his whole work. He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period: establishing an important status of patriotic educa鄄
tion work; puting forwar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patriotic education job; explain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patriotic education;affirming
the objects of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patrio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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