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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体现的精神风范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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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诗词展现了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以及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等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对于当

前大学生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有较好的教育价值，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宝贵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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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与此同时

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典范。其诗歌中不仅讴歌了中国人民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

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也展现了毛泽东

个人独特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 

毛泽东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通过他的言行体现在爱国家、爱民族、

爱人民、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奉献、助人

敬老、律己、俭朴、不搞特殊、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好学、对子

女和亲友的严格要求等等各个方面。[1]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征程的今天，学习和继承伟人的

精神风范，传承红色基因，不仅是激励青年一代奋发完成民族复兴

使命的要求，也是凝聚人心，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诗词无论是从德育教育还是从党史教育、美学教育角度而言

都可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珍贵素材。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解读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精神风范，可以丰富高校思政教

育内涵，拓展教育路径。本文立足于毛泽东诗词，通过文献分析法

挖掘和总结毛泽东诗词中反映出的毛泽东精神风范，并分析其对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新方法。 

一、用毛泽东“斗争精神”补足精神之钙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

乐无穷”。毛泽东对斗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灵活的驾驭，他凭借昂

扬的斗争精神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在中国大地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

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政治格

局。[2] 

《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直进”、“霹

雳”等词极具动势，描写出工农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带下团结

一致、同仇敌忾，气势如虹地反抗压迫的英勇斗争形象。 

除此之外，《西江月·井冈山》、《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

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

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等都记录下毛泽东指挥作战的战争场面或行军途中的所思所

感。他笔下的作品多是大气磅礴的战歌，像必胜的誓词，也像高呼

的口号。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表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坚定

斗争信心。这也是毛泽东斗争精神在政坛的体现。 

这种斗争精神虽然具有战争年代的特色，但也是中华民族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尤其是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需要传承这种精神力量。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

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

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这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

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

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的问题，“躺平”“丧”文化盛行，

不少青年人选择“躺平”这种回避竞争，以“低欲望”为借口不奋

斗的“退缩型”的心理状态生活，声称要通过极低的生活消费过着

一种“自由”的生活。例如，通过近几年的就业情况调查以及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堂上学生对未来职业规划可以看出，不少学生在

毕业半年内选择“在家休息”、“练车”、“毕业旅行”等，“懒就业”、

“慢就业”的学生越来越常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需要不畏艰险、敢于挑战、迎难而上

的勇气去应对各种挑战，大学生不应该也不能“躺平”。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理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个体性功能和

社会性功能。其中，个体性功能包括培养个体完善情感、塑造个体

健全人格、激发个体精神动力、引导个体政治方向等[5]。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勇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使命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不去逃避自己的历史使命。将“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作为流淌在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去继

承。毛泽东诗词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

孕育出了伟大斗争精神。这对于高校学生是一堂勿忘历史的思想教

育，也激励青年提振精神，不向困难低头。 

二、用毛泽东“爱国情怀”凝聚青年信仰 

李敖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

泽东”、“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

民族的精神”。爱国爱民是毛泽东精神风范的思想基础、出发点。[3]

毛泽东诗词中爱国爱民的精神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热爱中华

民族的精神品格、热爱民族文化的精神品格和热爱人民群众的精神

品格。[4] 

在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时代，他就忧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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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途命运，立志救国救民。1915 年 5 月，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提

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将

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印制成《明耻篇》。青年毛泽东读后在书的封

面上写下一首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

子”。此后他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撰写文章广泛散

发。这首四言诗直抒胸臆，愤怒和意志都非常浓烈。指出袁世凯行

径是国家的奇耻大辱，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民无法认同和接受的卖国

条款，必须要“报仇”反抗，而反抗的重要力量就是青年学子。这

是毛泽东的自我勉励，也是对同胞们站起来斗争的呼吁，充分展现

了青年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志向和浓厚的爱国精神风范。怀着这样的

理想信念，青年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结识志同道合的奇士奇友，共

话扶危救国之志。 

毛泽东的诗词饱含了对祖国大好河山怀有强烈的热爱，对同胞

的热爱。例如，《沁园春·雪》记录了苍莽雄浑的北国雪景，冰雪

包裹下的祖国山川似银蛇又像蜡象。这首词用词豪迈大气，展现了

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脚下土地深沉的爱。作者借景咏志，

抒发了开创历史新篇章的远大志向和爱国情怀。《七律二首·送瘟

神》中在知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夜不能寐，欣然写下“天连五

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歌颂和赞美人民的无穷潜力。 

毛泽东诗词中饱含了对祖国山川的热爱，挽救同胞于水火之中

的强烈信念。这种情感传达给读者，化作一种斗争的内驱力，激励

着多少人解放中国。在今天，这种精神是激励青年勇担历史使命和

民族复兴大任的营养剂。与此同时能够帮助大学生结合毛泽东所处

的历史背景，更加客观和科学地进行人物评价，提升政治思辨力，

自觉抵制国内外抹黑我国国家领袖的思潮。 

毛泽东诗词蕴含的精神风范可以增进青年学生对毛泽东为领

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感受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经历的不

易。在面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时能够更加客观，做到主动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统一。 

三、用毛泽东“乐观精神”培养豁达心态 

毛泽东诗歌多成于马背上，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诗人毛泽东总

是对革命抱着昂扬乐观的豪情，少有诉说哀愁悲情。 

例如，《清平乐·会昌》反映了 1935 年 7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战斗后从南线前沿返回会昌时的情景。当时，以博古为代表的

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反对排斥毛泽东

的正确领导，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教条地提倡进行所谓

“正规”战争，以“阵地战、消耗战”来对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采取了“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进攻路线，此时革命形

势危急。毛泽东在 1958 年批注此诗时写道“1934 年，形势危急，

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整首词生气勃勃，斗志昂扬。

这种豪迈的诗风不仅源于诗人本身自信乐观性格，更源于作者对革

命必胜信念。 

而在《采桑子·重阳》创作之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领

导岗位，重阳节时分，他词中表达的不是悲凉和寂寞，而是只争朝

夕、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面对个人逆境，毛泽东能忍辱负重，坦

然面对。 

长征过程中写下《七律·长征》记录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

件，翻五岭，过乌江天险，四渡赤水，翻越乌蒙山，巧渡金沙江，

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保留下革命火种，即便

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下，在时刻面临死亡危险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

还是表现出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乐观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 

当前大学生在学业、人际交往、就业中的心理健康问题越发。

根据 2020 版“心理健康蓝皮书”公布数据，大学生 18.5%有抑郁倾

向，4.2%是抑郁高风险倾向；8.4%的学生有焦虑倾向。[6] 

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外，可以通过对毛泽

东诗词的学习激发学生心理健康调节的主体性作用。从毛泽东诗词

里感受到伟人的豪迈的气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在长期艰苦卓绝的

斗争中仍能坚定革命成功的信念，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仍能保持乐

观豁达的心态。这种人格魅力激励着青年笑对逆境，更有大局观。 

四、用毛泽东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丰富高校思政素材 

毛泽东诗词时间上较为贴近学生生活的时代，内容上记录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件也较为被学生熟知。另外，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

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其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

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因此，将毛泽东诗词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素材融于传统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都具有可行性。高校思政

教育通过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学习毛泽东诗词，让青年学生感受毛泽

东精神风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品格，引导广大青年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青年认识和体会到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同时促进青年形成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增强抗压抗挫折

能力。面对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保持乐观，淡然面对个人得

失，以远大的目光审视成长成才路上的挑战。 

毛泽东诗词讴歌了革命先驱奋斗历程，读其诗词不仅能让青年

人体悟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过程的艰辛，促进青年形成与国家同

呼吸共命运的理想信念，自觉将个人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进步的

时代浪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必然困难

重重，我们将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和考验，“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在强化青年的责任担当上下

功夫，让青年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强化责任意

识，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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