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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落脚点。从龙江精神切入，让学生对我国的优秀精神文化
产生共鸣与认同，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2.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猛烈进攻，东北

人民奋起反抗，在物资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14 年孤
悬敌后、浴血奋战，不给敌人丝毫可乘之机。在艰苦卓绝的斗
争中，无惧生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浓烈的爱国情感，铸就
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支援祖国建设，
一大批有志之士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凭借知
识、智慧、勤劳和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攻坚克难，一
步步将曾经荒凉的东北建设成了富饶的粮仓。无论是东北抗联
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还是铁人精神，这些精神的核心，
都根植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前辈、英烈具有浓烈的家
国情怀，早已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在了一起。龙江
精神背后的历史故事、红色精神，更容易使成长于这片沃土或
是在这片土地上求学的大学生产生共鸣，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认
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尊严感，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其作为中华儿女的责任意识、强化使命担当。

2.3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素材
龙江精神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生成了精神文化，

同样保留了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龙江优秀精神，可以将
其背后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引入大学生思政课堂。以相关红
色故事为题材丰富理论课程内容，以红色遗址作为课外教学实
践基地，通过参观红色遗址、感受红色精神丰富实践教育。对
于当代思想灵活、个性更为突出的 00 后大学生来说，生动的
历史故事、真切的人文感受、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走进
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教学效果。红色精神所蕴含的深厚情感
与意志品质，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观念产生积极影响。这
是黑龙江这片土地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得天独厚的
地域优势。

2.4  助力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龙江优秀精神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求

真务实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等主体精神，细细划分，又可以拆
解成家国情怀、勤劳、勇敢、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听党指挥、
求真务实、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奉献精神等具体的点。
这些精神品质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帮助大学生涵养精
神品格、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依托。将优秀龙江精神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让大学生三观的培养变得具体化、细节
化、清晰化。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具有坚定的政
治方向，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3、龙江优秀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3.1  利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到：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
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人有了精神，便有了更高的动力
和信仰。有了精神，思想便有了依托，品格得以提升，文化得
以传承。新中国一路发展走来，经历了无数坎坷，孕育了无数
宝贵精神，而在黑龙江这片广阔的沃土上，龙江儿女保卫祖国、
浴血奋战、勤劳开垦、无私奉献，也孕育了独特的龙江精神。
龙江精神是龙江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凝练出的时代精
华，滋养着一代代人。大学生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的主力军，对其进行思想引领，助其形成有力、坚固、强韧
之精神，使其树立精神信仰，筑起精神脊梁，是我们教育者的
责任和使命。将龙江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
帮助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三观、坚定四个自信，助力其个人日后
发展，更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1、龙江优秀精神的内涵

龙江优秀精神是这一方土地上的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
特定历史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改革创新、建设开发过程中
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联精神，是黑
龙江人民心怀国家，在寒冷贫瘠的自然环境下，面对侵略者依
然能够坚定信念、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勇赴国难、共御外敌
精神的体现；北大荒精神是无数有志之士能够响应国家号召，
下到边疆、下到基层，不畏艰苦、靠勤劳的双手与智慧支援
边疆、改善人民生活的体现；大庆精神是石油工人为国争光、
艰苦创业、甘于吃苦、无私奉献、科学求实的体现；铁人精神
是王进喜等同志信仰牢固、意志坚定、听党指挥、顽强拼搏的
体现。龙江优秀精神正是这些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求真务实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合集。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

2、龙江优秀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2.1  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大学生群体中厚植文化自信
培育文化自信，使文化自信厚植于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精神文化也在不断地丰盈强大。龙江优秀精神是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精神文化，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文化有源头，精神的发展和传承无界限。龙江精神虽具
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所体现出的凝聚力、
生命力、精神力具有普适性，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体现。
龙江精神作为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将其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进一步挖掘其内在价值在新时期的应用，不仅能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同时能够成为大学生培育文化自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龙江精神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基础，龙江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无惧生死、不畏艰难，

不断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性、包容性、拓展性的精神成果。龙江精神所蕴含的优秀品质，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将龙江优秀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深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助力其构筑

强有力的精神家园，同时能够让龙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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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还是理论课堂，将龙江
优秀精神融入理论课堂，教师不仅要对龙江优秀精神有比较深
刻的认识和解读，同时要将龙江优秀精神按照课程大纲要求拆
分成不同类别的知识点，梳理理论课教材知识脉络，找准插入
的契合点，辅以生动、详实的补充材料，将龙江优秀精神贯穿
于日常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之中。教师的授课方式避免单一讲解，
可以利用理论讲解、多媒体演示、情景塑造、问答式教学等混
合教学手段，增加龙江优秀精神在思政课程中的吸引力与活力，
促发学生主动去了解龙江优秀精神，对其产生文化认同、价值
认同，并将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龙江精神所包含的革命
历史、榜样故事、红色文化，都是进行大学生思政理论教育的
宝贵资源。

3.2  开展龙江精神校园文化建设
环境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学校园开展龙江精神

文化建设，让龙江优秀精神扎根于校园文化，凭借点点滴滴的
渗透和日积月累的熏陶，树立学生的精神信仰，提升学生的道
德品质，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提高学生对学校以及民族的认同
感。开展校园文化建设，首先可以通过外部环境的改造，来增
强文化氛围。在校园里放置龙江英雄儿女、代表性历史故事的
雕塑或展板；在走廊和教室张贴体现龙江精神的画卷、书法作
品；建立龙江红色精神体验室或展览馆；其次，可以通过校园
广播，每周于固定时间，为全校师生解读龙江精神、讲述红色
故事、分享心得体验，加深大学生对龙江精神的印象与理解；
最后，可以通过举办与龙江精神密切相关的党团活动、文艺活
动、竞技赛事，增强学生对龙江精神校园文化建设的参与感。
从被动吸收，到主动探索，焕发龙江精神在新时代的生机和活
力、助力学生弘扬、传承龙江精神。

3.3  将龙江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
充分开发黑龙江的红色资源，将红色遗址作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分期分批地去参观
东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生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红色遗址。带领学生重走革命先烈走
过的路，身临其境地为他们讲述每一处遗址背后惊心动魄、跌
宕起伏的故事。依托红色遗址，建立龙江精神相关的教育基地；
每次社会实践教育之后，以小组为单位，形成主题鲜明的交流
研讨，进一步相互分享所感所得，深化学生对龙江精神的理解。
对于地理位置距黑龙江较远的高校，缺少参观黑龙江红色遗址
的便利条件，可以挑选龙江优秀精神中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
精神作为主题，就近选择活动场所进行社会实践教育，体会老
一辈龙江儿女的意志品质，达到思想引领和榜样引领的作用，
将龙江精神接力传承下去。

3.4  利用新兴媒介，开拓网络阵地
科技高速发展，新媒体时代网络俨然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

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信
息承载量大等特点。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机
遇，又是挑战。网络资源纷繁杂乱，其中不乏一些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会蚕食大学生的精神。但通过网络
弘扬正能量，进行思想引领，培育大学生健全之人格，也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网络弘扬龙江精神，可在大学生使用
频率较高的网站、微信、QQ、抖音等平台，建立专门账户，
定期发表龙江精神相关文章，讲述抗战故事、垦荒故事、解读
龙江精神、撰写评论、进行网络互动，控制舆论方向。通过网
络的推广传播，扩大龙江精神影响力，实现龙江精神在新时代
的继承与发扬。

课题名称：龙江优秀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项目编号：GJF142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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