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 

文/牛继玲 

 一、忧患意识教育的内涵 
   忧患意识，本意是指对灾难的担忧；引申为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预
测和认识行为，是对事物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和牵挂。强化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主要是培养他
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及前途的牵挂和责任，是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教育。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是以
忘我为特征的，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体现出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忧国忧民思想。
自古以来，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高风亮节与伟大人格的标志。从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反映出中华民族
深沉的忧患意识。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这种忧患意识发展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理想；面对中华
民族的复兴大任，这种忧患意识就发展为振兴祖国的爱国理想。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爱国
主义的忧患意识可以激发现代人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关心中华
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和前途，并将这种关心转化为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动力，自觉地与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甘愿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青春。 
   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影响 
   首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变化，弱化了现代人才的民族国家意识。经济全球化趋势必然
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的“地球村现象”。人类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进一步增
强，全球性的经济、资源、环境、生态及核武等问题日益显著。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全球主
义”、“超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蜂拥而至，“趋同论”被许多当代现代人才接受并认可。他们相
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意识，弱化了现代人才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家地区间的合作取代了冷战时期的战争较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
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融入到了世界体系中，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安全观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弱化了现代人才的民族国家责任意识。随着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对我国传统的社会本位价值观形成巨大冲击，使现代
人才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人才的价值目标选择上存在功利化和世俗化现象，重视个人目
标的实现，忽视社会目标的价值；奉献精神少了，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现象多了。  
   四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强权文化观，弱化了现代人才的民族文化观。经济上的优势衍生
文化上的优势，西方的优势经济衍生了西方的强权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独立性日渐
削弱，强权文化随着强势经济对我国古老的东方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西方国家以经济全球化为依
托，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优势，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大肆推行西方的价值标
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  
   三、经济全球化对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新要求 
   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教育是我们祖国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忧患意识
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思想、价值、文化
观念等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对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带来了挑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忧患意
识教育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好以下四方面的关系，赋予现代人才的忧
患意识教育以时代的内涵与气息。 
   一是把握开放意识与民族意识，处理好忧患意识教育中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牢固的开放意识。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增
强我们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
求。但是，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不能放弃民族特色，而应该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引导现代
人才克服思想上的民族自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
化成果，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这是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重要内涵。 
   二是把握全球意识与国家安全意识，处理好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世界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国际关系走向协调与合作；



 

而全球性的环境、能源、人口等问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忧
患意识教育应有全球意识。在忧患意识教育中，要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尊重与宽容，
以及人类活动中的世界参与意识及合作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
文化的完全融合，也没有消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防安全与军事安全，还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信息等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内容也有了较大的扩展，不仅包括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安全，还包
括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 
   三是把握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忧患意识，处理好忧患意识教育中的民族自信与民族忧患的关
系。民族自尊心是个体和国家发展的双重需要，它能增加我们自立向上的恒心，树立我们建设国家
的信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教育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
和现实状况，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忧患意识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有机统
一。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逐步淡漠。认清国际国内形
势，增强现代人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强化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四是把握自我发展意识与民族责任意识，处理好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民族，崇尚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过
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过分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否定个人利益；过分强调统一而抹杀个
性。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个性发展得到张扬，现代人才的自
我发展意识空前膨胀。过分强烈的个人自我发展意识削弱了现代人才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削弱
了现代人才的民族责任意识。在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中，要始终把人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一
个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又要尊重学生个人自我发展的需要，把自我发展与国家需要有机地统一
起来。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对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带来了重大冲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必须根据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对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进行科学地调整，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首先，根据时代要求，调整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内容体系。忧患意识教育的核心，是培
养现代人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及前途的牵挂和责任，是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教育。面对经济全球化
趋势，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育，应始终突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主题，强化国
家观念和民族精神教育，增强现代人才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加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使现代人才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对现代人才进行历史教育、国情教育和国际形势教
育，使他们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也了解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在当今世界中
的地位与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懂得中国的昨天，才能理解中国的今天，把握中
国的明天。我国的实际情况还不容乐观，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力习
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只有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忧患意
识，促使他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才华。坚持国际形势教育，使
现代人才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激励他们面对差距奋起直追。进行国际形势教育，既要让学生了
解中国的发展状况，又要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更应让学生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懂得历史，以史为鉴，培养自己的忧患意识，居安思
危，奋发图强，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开辟忧患意识教育的第二课堂。当前英特网在我国迅速普及，
上网成为现代人才流行的时尚。据有关统计，现代人才中的网民占35～40％。自由开放的网络世
界，成为西方思想观念向高校渗透的前沿阵地，极大地削弱了部分现代人才的国家观念和民族精
神，弱化了现代人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特
别是忧患意识教育，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拓展了新的渠道和空间。我们要重视和利用信息网络技
术，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提升现代人才忧患意识教育的时效性。我们必须加强对大众传媒特
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利用高科技手段，让学生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忧患意识教育，增强忧患
意识教育的时效性。高校德育应主动开辟、利用、净化和占领网络新阵地，开辟忧患意识教育的第
二课堂。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典型事件，营造忧患意识教育的积极氛围。国际国内大事件频发，
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事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营造忧国忧民的社会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良好的教育氛围使人受到积极的陶冶和感化。高校应抓住典型事件营造教育氛围，提升现
代人才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是民族凝聚力和生命
力的源泉。例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行径极大地激起了现代
人才的民族危机感，认清了“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的两面嘴脸，这是以血的代价激发了现代人才
的社会责任感。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对现代人才的思想冲击，及时地对他们进行爱国忧国的忧

 



患意识教育。我国军民一心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成功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神州六
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等等，无不与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密切相关，都能为现代人才的忧患意识教
育提供生动有力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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