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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中国梦”视角下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的浅析
李　鑫　燕　来　房　晓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中国梦”的时候，特别提到“中

国梦”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梦，而大学生作为民族的未来，更是

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中坚力量。国家的强盛直接影响着大

学生的成长环境，而每个大学生责任意识的提升也是国家繁荣富

强的直接反映。只有每个大学生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才能更

好地共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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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青年的“奋斗梦”。

当代大学生在实现新时代中国梦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将全

过程参与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因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升自己

的责任意识，真正以实现中国梦为己任。

一、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责任内涵

新时代、新挑战、新契机。高校教育应将何以使经济高质量

发展、人与自然偏利共生，如何分好发展成果这一“蛋糕”等这

一系列的关乎民生福祉问题，作为当代高校爱国青年应该亟待考

虑的范畴，尽可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一）学习与创新的责任

中国梦的实现是建立在大学生学习与创新的基础之上，使得

高校成为国家发展所需人才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学

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梦想从学

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大学具有观念开放、思想多元的特点，

大学阶段又是人生中最具创造性的阶段，在接受丰富多彩的知识

的基础上勇于开动脑筋，努力创新。所以，青年学子要树立积极

创新的理念，将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为自己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努力。

（二）所学知识服务于民众的责任

中国梦是为了民众、服务于民众的，学生作为以后社会建设

的重要力量，首先就要明确自己所学知识的服务对象。近年来在

我国就所学知识服务于民的落实，在由大学生参与的支教活动、

志愿服务以及社区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得以体现。列宁就曾指出过：

“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

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

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列宁的这段话为现

在的大学生提供了奋斗的方向，就是说大家现在所学所思就是为

了服务广大人民，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服务的。

（三）完善和提升道德的责任

中国梦凝聚着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融涵中华民族高尚的道

德节操、道德力量和精神感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大

学生要想在当今价值多元化，观念多样化的复杂社会背景下一贯

连结向上的人生态度、优秀的道德品性、乐观的生活情趣，因此，

不断提高自己的责任践履能力和责任意识成熟性，进而弘扬社会

正能量。

（四）关爱与保护环境的责任

中国梦既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要实现

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

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然而现实中，人与自然偏害共生的境况从未停歇，

“近 80% 以上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

面积 37%，海洋自然岸线不足 42%。”这些现实的数字为我们揭

露了触目惊心的事实，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应该努力提

高环保意识，从自身做起，不浪费、重保护，并通过“食一粟当

思来之不易、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等的具体实践使得更多人的环

保行动得以响应，加入到环保的队伍中来用具体的行动使责任意

识得以明见并形成良性循环。

二、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责任承担

（一）在思想态度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大学生要坚守国家“大梦想”，恪守个体“小信念”。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

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自

觉梦”，不是“耦合梦”，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与完善

进而推动梦想的实现。青年大学生不仅要在态度观念上保持对中

国共产信心同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的信赖，而且要将社会主义

理想作为个体前行道路的不竭动力。

（二）在自我期待上，坚持“小梦”与“大梦”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

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

业。”个人小梦想是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但我们应该明确

大的梦想是以小梦想为基础的，不能脱离了这些个体的小的梦想

存在。与此同时，大学生也要意识到，中国梦是个人梦存在和实

现的前提，大学生应将个体梦想与国家梦、民族梦统一起来才能

得以更好的实现。

（三）在行动实践上，坚持成就自我与报效祖国的良性结合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

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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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人物。”诚如马克思所言，青年人生路，只有在集体奉献和

对祖国的贡献中才能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

佼佼者，大学生不但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要重于、敢于

承担社会责任。在成就“小我”和报效祖国的“大我”实践中使

得大学生的青春生活变得充实。

三、大学生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责任意识的培养

高校是培育大学生责任意识的重要场所，高校可以将“中国

梦”作为思政教育价值导向，通过课程设置，对学生进行责任意

识的培育，建构生活实践责任校园活动，开展责任意识公共服务，

对学生施以责任教育化、校园化、社会化的影响，帮助培育大学

生的责任意识。

（一）以“中国梦”作为高校责任意识培育的价值导向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发展。一是“中国梦”

依赖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责任担当，同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也必须通过这“三位一体”得以明见。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实践诉求，也是实现中

国梦”所需的内生动力。因此，高校大学生责任意识更要注重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能促使大学生将个人全面发展与国

家、社会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当三者发生冲突时，主动承担起

国家责任、社会责任。

（二）设置培育责任公民意识的教育课程

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由于大学生责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多个方面，因此要联合各方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思

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可

以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

兴趣。

（三）建构实践责任行为的校园公共生活

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育是高校学生教育的重要部分，在课堂

教学之外，也应该关注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首先，鼓励大学生组

织的发展。发挥好社团组织纽带和桥梁的作用，维护好学生的根

本利益和具体利益。其次，营造通达、开放的校园文化环境。髙

校要利用环境开放、自由的校园文化环境培育大学生责任意识。

青年大学生肩负着中国发展的历史重任，承载着民族振兴、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希冀，是“中国梦”的践履者。培养大学生的

责任意识，是培育“四有新人”的内在指向，是实现“中国梦”

有力支撑。高校作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在培育青年

大学生责任意识也应义不容辞。只有大学生明确自己责任之重、

责任何为，才能将责任意识转化为责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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