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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将建党精神融入到大学生的价值引导中最关键的

仍然是如何融入的问题。用建党精神背后的‘硬核’事

例回应大学生现实问题和困惑，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

回答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的

问题，帮助大学生厘认知、解开困惑，从而实现价值引

领的的路径和方法。1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

坚定信念

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真理武装全党，“坚守理想”意指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现实理想不动摇。[1] 历史证明，无论遇到多大

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不会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变，这是党和国家永恒的追求。大学

生要坚定远大理想的信念，就必须克服两种不良价值观。

1. 遇到困难、挫折后的‘佛系’、‘丧’、‘躺平’等

消极表现

这消极的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广为流传，这些甘

愿于‘佛系’、‘丧’、‘躺平’等价值观的大学生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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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屡次失意，经不起挫折的打击。比如

刻苦学习也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努力工作也得不到领导

的认可等。这种选择虽然有客观现实的困境，但主观上

的自我放弃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自我放弃说到底就是信

念不够坚定，遇到困难或挫折立刻消极应对。在‘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中，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

困难、挫折甚至绝境少吗！ 1927 年反革命事变、1934 年

反围剿失败；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

事件都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在这样的绝境中，中国

共产党人稍有信仰的缺失、意志的松动，都会葬送党的

前程。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正是靠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才力挽狂然、扭转乾

坤。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绝境之下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理

想，而现在有的大学生一遇到困难就选择退缩和逃避，

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理想的放弃。

2.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最早源于北大钱理群教授的一

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

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

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 这

部分的大学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在追求的过程中

渐渐地只剩下自我的利益，不在乎集体、不关心他人，

更别说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了。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受到了

近些年‘金钱至上’、‘物质至上’错误价值观影响，将

金钱等同于成功，将物质享受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这

样的价值观注定了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容易在是非面

前犯错误。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中，

建党精神内涵下大学生价值引领的实践路径

徐寅寅

淮阴师范学院

摘　要：伟大的建党精神不仅对广大党员起到了凝聚共识作用，对广大大学生来讲，同样具有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价

值引领的作用。我们要贴近学生实际情况，将建党精神的内涵有针对性的融入到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中。让建党精

神的内涵回应他们思想上的困惑，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动力和方法。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养成脚踏实

地的作风，直面困难、勇于挑战，提升家国情怀。真正的将爱党爱国相融合，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融合，让建

党精神成为内心最纯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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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各种威逼利诱少吗！党的历史上不

是没有叛徒，这些叛徒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要么

贪生怕死、要么卖党求荣，其结局必经遭到正义的审判，

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经历大浪淘沙般斗争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大学生要脚踏实地践行

理想

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初心使命

是我党的信仰与追求，关键在践行和担当，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说到做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共

产党人积极顽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

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中国

共产党又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三大改

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再到实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

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的共产党人

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正带领中国朝着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全速前行。大学生想要脚踏实地

的践行远大理想就必须做到两点。

1. 践行理想要打牢基础

有部分大学生往往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觉得自己

应该做大事，不愿意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俗话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共

产党即便有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也需要从成立党

组织、发展党员开始。而且越是远大的理想，前期的准

备越是要充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锻炼不仅

必要，而且必须把它做好，这是实现远大理想的根基。

2. 要有只争朝夕的使命感

中国共产党历经四年多的解放战争建立了新政权：

历经十多年的脱贫攻坚，14 亿中国人终于实现了全面小

康；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奋

勇前行，这些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源自理想信念给我们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

使思想彻底由被动转主动。如今 90 后的教授、博导大有

人在，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唯有如此才能称之为脚踏

实地践行理想。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大学生应直面困难，勇

于挑战

百年征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

放、人民幸福献出宝贵的生命。370 万革命烈士牺牲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7 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埋骨他乡；

1800 多名同志在脱贫攻坚斗争中献出生命。远大理想从

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就能实现的，不是喊喊口号、敲锣打

鼓就得来的。在追求远大理想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部分大学生往往会选择退缩或逃

避，导致功亏一篑。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恰恰能给他们精神上的激励、行动上的动力。我们

回顾党史，仔细体会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甚

至牺牲的党员们的事迹，相比之下，我们所谓的困难是

如此微不足道。既没有超体力的劳动负荷，也没有无法

完成的脑力工作，更不会有流血牺牲，我们所面对的无

非是学习压力大、工作任务重、生活琐事烦这些人生中

必须面对的事。部分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深感焦虑、倍

感压力，更有甚者会选择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来逃避问

题，这是一种脆弱和不负责的表现。‘不怕牺牲’精神背

后所蕴含的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意志和决心，是值得我

们大学生用心领会的。

除了有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决心，大学生也要努力的

去解决困难。‘勇于斗争’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敌

人和困难斗争中所展示出来的过人的胆识和沉着应对的

魄力。这胆识和魄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

人在不断的斗争中学习总结得出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

的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国力，但也

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挑战，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

染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老年化等。面对这些问

题，党中央从不回避，而是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积

极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

办大事，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党的十八大至今，我们

实现了全面小康，消除绝对贫困，天更蓝、水更清，实

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三孩政策等。所以我们大学

生所要做的就是直面这些困难，一一的去解决，不能让

它们挡住我们实现远大理想。“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

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

屹立不倒、奋勇向前”。[3] 大学生要从‘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的建党精神中提升直面困难的勇气和与困难斗争

的决心，战胜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大学生应提升的家国

情怀

‘对党忠诚’是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马克思主

义，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负人民’是不负人民

重托，一切为了人民。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外在表现是对党忠诚，内在的价值指向是对人民的

深切情感，说到底共产党员是将党、国家、人民视为一

体、三者不可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党员对党组织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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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就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不辜负国家、人民，也

就等同于不辜负党组织。地震救灾、抗洪抢险、抗击疫

情等重大事件中，为什么党组织一声令下，千千万万的

党员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一线救援中？因为党员们知道为

国家、人民奉献的时候到了，为国家、人民服务义不容

辞。党员也在奉献国家、人民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价值

的最大化。这是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给

我们的启示，个人的价值只有在正确的组织和集体中才

能实现最大化，大学生也是如此。

大学生要提升家国情怀，必须经常关注国家大事，

让思想时刻和党中央、国家主流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

体、不可割裂’……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但仍有部分大学生

错误的认为就是只有学习和从事相关专业才需要关心国

家时政，而自己的专业和工作都和时政没有关系，所以

不需要关注，部分学习和从事理工科研究的大学生尤为

明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甚至会觉

得关心国家时政是不务正业的表现。这种错误的认知源

于没有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融合，只考虑个人短期

的利益，没有考虑个人长远的价值。

大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时政，其背后的实

质是与国家和人民同向而行，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

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

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

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4] 今天的中国正在

经历产业升级，特别是一些卡脖子技术，如芯片、人工

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大力攻关；

中国需要现实乡村振兴，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投身乡

村的建设和发展中；从事这些行业是实实在在为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做贡献。同样国家也必然会为这些行业投

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也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广大

大学生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马克思曾指出：“那些为共

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

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

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5]

让广大大学生在生动的党史中潜移默化的接受精神

的洗礼，思想认知的提升，真正的将爱党爱国相融合，

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融合，在大学生的价值观中深

深烙上的建党精神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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