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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离不开优秀精神的支撑，黑

龙江优秀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

代教育发展有着一定推动作用。黑龙江优秀精神给我们

呈现出一种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以及求真务实的坚强意

志，代表了当地人一种精神追求，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

教育过程中，融入黑龙江优秀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能够实现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

利用，为教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1.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相关概述

所谓黑龙江优秀精神，主要指的是爱国、实干、创

业以及奋斗精神，作为黑龙江地区的宝贵财富，有着一

定的社会价值，比如，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铁人

精神以及大庆精神等，这些精神概括起来被人们称作黑

龙江优秀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代表着

黑龙江人民的优秀品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龙江优

秀精神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当地儿女的

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1]。

对于黑龙江优秀精神而言，有着自身特点。一方面，

地区特色较为浓厚。黑龙江属于北方地区人们生存的重

要区域，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作用下，地区文化具

有丰富性，近现代史中，农村土地改革以及解放东北等，

都体现当地人民为新中国伟大胜利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成立新中国之后，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热情大大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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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林业、石油业以及重

工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生产活动提供了

坚实依据，使得地方特色逐渐凸显出来，进而推动黑龙

江地区发展。

另一方面，具有无私奉献与勇于开拓的特点。抗战

时期，广大黑龙江人民和日本侵略者通过顽强斗争，才

取得胜利，这一过程历经十四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解放战争时，黑龙江无数人民投入到前线工作中，为

祖国解放作出很大贡献。东北完成解放之后，无数人民

开始致力于北大荒建设中，经过多次辛勤劳作，最终建

成人们心中的“北大仓”。大庆油田工作者历经多重困

难，为我国开发出多个油井，满足工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就是因为黑龙江人民无私奉献和勇于开拓的这种精神，

才造就如今的辉煌。

黑龙江优秀精神和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有机融合，有

利于坚定当代学生理想信念。现如今，经济全球化发展，

使得西方各类思潮涌入人心，面对复杂社会环境，大学

生如果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往往会被不良思想所引诱，

比如，“拜金主义”，这类思想往往会对学生理想信念造

成危害，使其朝着功利化发展，将黑龙江优秀精神融入

大学生德育教育中，能够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避免腐朽思想的渗透 [2]。

2.黑龙江优秀精神和大学生德育的融合路径

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融入黑龙江优秀

精神，不仅能够强化教育质量，还能将黑龙江优秀精神

进行弘扬和发展，在具体融合过程中，高校应综合考虑

各方影响因素，进行教学创新，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整

合，重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发挥课堂教学优势，传承优秀精神

黑龙江优秀精神和大学生德育的融合，离不开课堂

教学的有效支撑，高校作为重要的育人场所，除了开展

相应的专业课程之外，还需要结合黑龙江优秀精神，对

黑龙江优秀精神和大学生德育的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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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编撰相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体系过程中，就应结合黑龙江优秀精神内容，完善相

应的教材内容，也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形式，或者专题讲

座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此同时，在构建人文

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可以适当设立“黑龙江历史”和

“北大荒和大庆油田建设史”等课程，让学生对黑龙江

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了解。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发挥

课堂教学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播放关于北大

荒以及大庆油田的相关视频，强化学生对历史的感知能

力，体验沧桑巨变。相关部门与高校也可以编写关于黑

龙江历史人物传记，通过故事书的形式发送给学生，让

学生去了解和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也可以发

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定期给学

生推送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相关内容，让学生利用碎片化时

间，不断充实自己，感知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独特魅力 [3]。

2.2 通过社会实践，提升学生认同感

现阶段，黑龙江省文物遗址数量已经接近五千左右，

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到达七百多家，包括国家级、省级和

县级以及市级等。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

要发挥各项教育资源的优势，比如，大庆 / 铁人纪念馆、

烈士陵园以及文化 / 革命遗址等，通过对这类资源进行整

合，将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和参观。与此同时，也

可以以“龙江行”为主题，开展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深入基层，去大庆油田进行考察参观，深切感

受石油业发展以及新时达石油工人的整体面貌。也可以

深入垦区各个农场，感受垦区生态环境和现代农业的变

化与发展。组织学生进入林区、油田以及垦区等地方，

参与相应的生产劳动，让学生体会不同行业的艰辛与不

易，在劳动中体会黑龙江优秀精神，从而拉近劳动人民

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也可以给学生布置相应的实践调

查作业，让学生主动参与到黑龙江人们现实生活中，感

受当地人民群众的时代风貌，从中获得熏陶和教育 [4]。

2.3 利用文化活动，感染学生心灵

大学生德育的培养，离不开文化活动的推动作用，

黑龙江优秀精神作为当地文化重要载体，有着很大意义。

不管是改革发展，还是开发建设，黑龙江地域文化有着

一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包含物质文化资源，又涉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书法、音乐以及戏

剧影视等，作为当地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大学

生德育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因此，高校在对学

生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相应的校园文化活动，

将黑龙江优秀精神融入其中，比如，定期举办书法绘画

展览活动，又或者邀请黑龙江文艺团体来高校演出，弘

扬相应的优秀文化。相关部门与高校也可以邀请黑龙江

相关艺术家，来校园进行讲座和开设论坛，回顾成长岁

月过程中，从而让学生深切感受当地文化特色。同时，

高校应支持学生社团，组织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活动，设立志愿服务社团。利用以上方式，将具有黑龙

江特色的文化引入校园，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陶冶情操，

感染心灵 [5]。

2.4 强化校企合作，弘扬优秀精神

弘扬黑龙江优秀精神，培养大学生德育思想，想要

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需要高校发挥自身引领作用，积

极与各个企业进行合作，包括林区、垦区以及油田等相

关企业，进而促进产学研发。在发展过程中，高校应根

据自身学科建设情况，发挥优势作用，为黑龙江经济发

展走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既包人才和技术保障，又

包含智力保障。与企业合作时，对于研发团队的构建，

可以吸引研究能力较强的大学生，让其主动参与其中，

从而为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

高校也可以在各类企业中建立创业基地和实习实训基地，

作为企业，应为其提供条件支持，让学生在各类实践工作

中，提升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深切感受现代企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以及黑龙江优秀精神所展现的人格魅力，通过对黑

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让学生付诸亲身实践，来弘扬当地

优秀精神，主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 [6]。

3.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从根本上促进黑龙江优秀精神和大

学生德育的融合，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就需要树立正

确思想观念，了解和掌握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内涵，认识

黑龙江优秀精神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不断优

化和完善大学生德育教学模式，促进德育教育朝着多元

化发展，从而实现黑龙江优秀精神与大学生德育有机融

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所需人才，提升教学质

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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