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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一方面是面向内部环境所

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是我们面向国际世界提出的概念。对于

面向内部环境这一概念是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使我国形成多民族团结统一、人民安居乐业、我

国经济、社会、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内环境。对于面向国

际世界这一概念是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世界各国形成

和平发展、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时代的更迭，面对新局势、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青

年学生的使命担当也随之不断变更、发展和完善。青年学生是

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肩负

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

领和规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时代同行。

1  面向内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青年学生的新

担当

1.1树立远大理想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进入社会的预备阶段，这个阶段是青年

学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明

确学习目的和意义，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树立远大理想至关重

要。理想对人生历程起着导向的作用，在人生道路上面对困难历

经磨难的时候，只有拥有坚定的、正确的、远大的理想信念的人，

才会以惊人的魄力，坚定的毅力、不懈的努力战胜困难。青年学

生的理想信念必须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人类

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融入其中，这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新时

代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中国青年，始终坚持“革命理想大于天”的

宗旨，立志要做志存高远的新时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青年理念信念，要密切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性远大、信念坚定，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坚持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青年志存高远，

才能更好激发奋进的潜力，青春岁月就如同无舵之舟漂泊不定。”

信仰引导行动，在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历程中，新时代青

年需要树立“四个意识”的观念，继续坚持“四个自信”，以“两

个维护”为中心，将个人理想抱负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效融

合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以良好的姿态和理想信

念积极迎接未来的考验。

1.2要善于学习

“要善于学习，善于进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的要

求，同时也是对青年学生的要求。青年学生要加强在专业课程的

知识的学习，精心专研。同时紧跟老师授课步伐，要全面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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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深入思考，将专业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在学习中要注

重学习效果，不断地、持续地、努力地学习。青年要有“活到老、

学到老”的心态，以择善而从之，不善而改之的态度。青年人就

需要具备慧眼和分析事物的慧心，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和学习他

人的长处，做到扬长避短，提升自身的价值；青年人要做到博览

群书，以积极学习的态度在知识的海洋畅游，常怀“学无止境”的

心态，从小事和细节做起，重视每一个基层的学习，不仅要读万

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才能做到更好的阅人无数。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学会融会贯通，运用到日程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学会举

一反三，灵活运用到具体的事情上。真正将学到的知识，通过消

化和理解，转化成为自身的成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才能将

所学的知识转化力量，这也是学习的重要目标，未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的复兴梦，也要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1.3敢于担当重任

新时代的责任担当，属于青年在这个时代的民族责任。青年

如初升之朝阳，朝气蓬勃；青年如初飞之雏鹰，勇往直前；青年

如初生之牛犊，无畏困难。新时代青年，求真务实、善思笃行，要

敢挑最重的担子、提升担当力；要敢啃最硬的骨，提升破冰力；要

敢接最烫手的山芋，提升斗争力，用高度的热情担负起时代赋予

的使命。责任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

了，必将承担个人责任，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保证自己的人身安

全，热爱生命，敬畏生命；我们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孝顺父母，在

家庭中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青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和

建设者，必须要树立具有强大责任感的使命感，具有“热爱、建

设、报效”祖国的强烈意愿。把祖国建设视为己任。要培养自己

的大局观念，致力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协同发展。

1.4热爱伟大祖国

从微观来看，“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作为青年学生，提升

自身专业水平，自身素质，拥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在校做一名努

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关注社会发展、关心

社会民生问题，关爱生态环境，做一名遵纪守法，乐于奉献的青

年人，这就是爱国。

宏观的角度分析，习近平主席提出：“爱国是每一位中国人必

须坚守的本分和职责，这也是人们心之所系，情致所归的情感，处

于新时代的青年，必须要有热爱祖国的理念，这也是成才之基和

立身之本。这一代青年，属于社会力量中最具有积极活力的团队，

要坚持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宗旨。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让爱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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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旗帜在心中飘扬，怀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  面向外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青年学生的新

担当

2.1培养全球观念

青年学生是我国公民中的一部分，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是青年

学生的本分和义务。青年学生树立全球观念，学会从世界角度

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

和利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国家间的

联系越来越紧密，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今时代的

主旋律。以平和的心态迎接世界，具备“平等、爱心、尊重”

的思想品德，用“包容、互鉴、欣赏”的态度接收世界不同

的文明，加强全球各国国家人民相互之前的理解和了解。从疫

情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世界各国以“全球购”的方式进行互助

和互动，青年人也身在其中，具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形成自身

价值观和世界观。沟通成为了解的重要方式，因为了解而产生

互动，促进相互之间的融合，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球推进文明法治，为人类创造幸福”，这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中，新时代青年也要充分考虑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

也要理性思考全球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这才能更好将格局和视

野提升。在新时代要求下，当代青年学生不仅仅要有家国情

怀，还要拥有全球观念。青年学生要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青年学生应多关注国际事

件，要关心国际发展新形势，关注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在关注

这些问题中拓宽国际视野，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宏

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培养全球观念。

2.2拥护世界和平

我们全人类的愿望都是希望和平共处，战争不利于社会和全

球的稳定发展。青年学生要做世界和平的拥护者，不歧视、不

轻视、平等对待外国友人，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国家和不同

人种、不同的语言，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尊

重世界各国文化传统，维护世界多样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关心社会和世界发展，用自己的方

式关注和呼吁社会维护世界和平，做世界和平的执行者、拥护

者。有利于稳定社会的发展、世界和平共处、国际安全，更

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3树立文化自信

如今我们处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

我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国人民联系密切，各种文化也在

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的民族之

魂，全面小康离不开“文化的小康”。这就要求我们青年学生

必须要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繁荣。

在国际交流中，青年学生要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外

国友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碰撞，各国文化各放异彩，吸引了不少

青年学生纷纷效仿，如“穿和服”“过圣诞节”等等。但是

部分群众还存在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如“只过洋节日”“只用

国外的品牌”等等，这些是对我国文化不自信的行为表现。这

就要求我们青年学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应不忘继承和弘扬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以正确的姿态接收外来文化，借鉴

成功先进的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外来文化做

到真正为我所用。

3  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如今不仅仅是实现

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加速了文化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与世界紧密相连，青年属于国家和世界的未来，

这也关系到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全球各国国家和谐关系的良性发

展，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和安全问题，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起来，有利于青年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青年学生要打开自身

视野，认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要尊重和包容他国文化和政治

建设，要团结友爱外国友人，积极促进文化交流，做世界和平

的拥护者。

综上所述，青年学生要认识并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责任，

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到自己学习和生活中去，要与时代

前行，提升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树立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

培养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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