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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现路

径探析 

陈勇 
（吉利学院博雅学院  四川  简阳  641423） 

摘  要：诞生于履行联合国维和使命中的维和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热爱和平、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

争创一流、为国争光的精神品格，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和深厚的价值意蕴，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和鲜活案例。将

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中，对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多元性、功能性和实效性，培塑具有国际视野、爱国主义情怀和奋斗担当精神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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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使用非武力方式

帮助冲突各方维持和平、恢复和平并最终实现和平的一种行动。

自 1948 年 6 月以来，迄今共有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万维

和人员参加了联合国开展的各类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已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2020 年 9 月 18 日，

我国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白皮书，系统

介绍了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理念、政策、实践和成就。白皮

书指出，自 1990 年 4 月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 5

名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了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累计派出 4 万余人次，执行监督停火、安全护卫、支援保障等多

样化任务。维和精神是中国维和官兵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任

务繁重、安全威胁严峻、时刻面临生死考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实

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锻造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内涵丰富，意蕴

深厚，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国内针对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较

少，本文从维和精神的内涵意蕴出发，分析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深厚价值，探索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现路径，以期引导大学生从维和精神中汲取精神营养，激发奋

斗力量，同时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性和感染力。 

1 维和精神的内涵意蕴 

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往往安全局势复杂，自然条件恶劣，意外

风险突出,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背井离乡，远赴海外，在充

满危险与挑战的维和行动中，锻造了“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

于担当、争创一流、为国争光”这一伟大的维和精神。维和精神

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为三种意蕴。 

（1）维和精神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捍卫和平的生动诠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

人的一寸土地。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国以负

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大国担当，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冲突地区实现

和平发展带去更多信心和希望，为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1990

年，中国军队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30 多年来，中国军队

先后参加了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 5 万多人次。

2000 年，中国警察首次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20 多年来，中国

警察先后参加了 9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警察 2600

余人次［1］。2015 年 9 月，国家领导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维和峰

会时对世界郑重承诺，为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

将采取更多维和措施，包括：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

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派遣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

员参与维和行动，为各国培训 2000 名维和人员，将中国-联合国

和平与发展基金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等［2］。当

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

家，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的第二大摊款国，被联合国誉为维和行动

的关键力量。 

（二）（ 2）维 和 精 神 是 中 国 维 和 军 人 和 维 和 警 察 忠

诚 使 命 、 为国争光的现实写照 

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以专业的素

质、严明的纪律和优异的作风，创造了一项项纪录，出色地完成

了各项维和任务。30 多年来，中国维和军人在柬埔寨、刚果（金）、

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等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共修建公路 1.7 万

多公里、桥梁 300 多座，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 1.4 万多枚，

运送各类物资超过 120 万吨，接诊病人 24.6 万余人次，圆满履行

了联合国授予的监督停火、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

援保障等任务。在维和行动中，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树立的

中国标准令同行信服，创造的中国速度令友军钦佩，传递的中国

情怀令驻在国民众感动，在世界面前塑造了“威武之师、文明之

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的广泛赞誉。 

（3）维 和 精 神 是 中 国 维 和 军 人 和 维 和 警 察 不畏艰险、

勇于担当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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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普遍面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

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恶劣的气候，肆虐的疾病，密布的地雷，

持续的冲突以及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枪击、绑架、暗杀等时有

发生，这种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与挑战让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

警察随时着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和心理压力[5]。在这种境遇

下，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始终保持积

极乐观、英勇顽强的精神状态，直面生死，攻坚克难，用青春和

热血谱写中国军人和警察的铁血担当，高质高效地完成了联合国

赋予的道路修复、桥梁架设、清排地雷、运送物资、医疗救护、

武装巡逻、护卫警戒、保护平民、观察监督、侦查破案、处置群

体性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创造了联合国维和史上的“中国奇

迹”，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维和故事。 

2 维和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维和精神折射出的理想信念、英勇品格和担当奋斗精神，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引领价值，主要体现在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生群体两个层面上。 

（1）维和精神能够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1）维和精神能够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政元素。当

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政元素较为陈旧，制约着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急需补充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政

元素和鲜活案例[6]。维和精神诞生于维和实践，具有较强的新颖

性和思想性，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忠诚使命、

捍卫和平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

不畏艰险、勇于担当、争创一流的英勇品格。将维和精神中的这

些优秀思政元素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例如：融入《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的“弘扬中国精神”章节，深入

分析和阐明中国人民的和平理念、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精

神等，从而丰富和充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政元素。 

2）维和精神能够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促进其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培育人格健全、品行高尚、具

有崇高理想和民族使命感的时代新人为根本任务[7]。 

（2）维和精神能够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人生引领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其精神状

态与价值取向深刻影响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维和精神蕴含的丰

富精神内涵能够积极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 

1）用忠诚使命、不辱使命、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

引领大学生忠诚爱国。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激励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坚决履行联合国维

和使命的强大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发挥维和精神中“爱国主义

精神”的育人功能，能够让大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国维和军人和维

和警察所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引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

厚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致力于成为国家繁荣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忠实

爱国者。 

2）用勇于担当、争创一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引导

大学生为理想不懈奋斗。身处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安全威胁严

峻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 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始终保持积

极、饱满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攻坚克

难，以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创造了一个个维和奇

迹。发挥维和精神中“奋斗精神”的育人功能，能够让大学生深

入了解中国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在维和战场上付出的巨大艰辛

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引导大学生塑造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奋力

拼搏的精神品格，激励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不懈奋斗。 

3）用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惧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引领大学生无私奉献。在完成联合国维和任务中，中国维和

军人和维和警察向险而行，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展现出了强烈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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