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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剖析

具有不同历史的国家在责任意识的认识上有所不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

基石之上的意识。从主体责任意识发展中的侧重点进行

归纳，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划分三个层

面：1. 自我责任意识：对自我人生意义崇高性追求；2 国

家责任意识：对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3. 集体责任意识：

对使命担当的自觉。这种经实践磨砺具有丰富内涵的责

任意识使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能够历数载艰难

困苦乃至重大灾难时仍精神奋发，勇往直前。

（一）以崇高人生意义为追求是中国人自我责任意识

的精神写照

中华文化大道之源《易经》开篇总结性概括内容就

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道运行刚劲雄

健，君子应自觉奋发向上，永不松懈。[2]

蕴含着中国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开始就明确了对

自我责任的要求。而中国的古圣先贤对物质与精神的理

解，为人生意义的自我追求中又赋予了超脱了肉体生命

本身，有着更为宽阔的胸襟。《尚书·泰誓》中说“惟天

地，万物之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做为最具有灵性的

人，如果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无异于禽兽。人应

对万物有责任，应心怀天下，利济苍生。如北宋文学大

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理

学家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更是高度概括了古人对自我责任赋予了

更为深厚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

自我责任意识不断丰富、发展，最后成为涵盖家国天下

超越个体生命的崇高人生意义的责任意识。

（二）以保家卫国为核心，是中国人国家责任意识的

体现

中国人视国与家为一体。因为国是千万家，所以国

家责任从广义上来说内含着家庭责任。爱国主义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核心。保家卫国则是实质内涵，保家卫国的

责任意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从古至

今，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灿若星河，数不胜数：从屈原

到岳飞、从林则徐到秋瑾，以及近代为争取国家独立而

牺牲的无数革命烈士。他们的英雄故事以诗歌、小说、

戏曲等多种文化的方式融入中国人的魂魄中。并随着中

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一次次激发起中国人保家卫国

的责任感。1950 年 10 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

中国的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唱着雄壮有力的

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

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同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共同抗美，这歌声将保家卫国意识再一次传递

到一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保家卫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青年前赴后继勇敢担起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责任。

（三）以使命担当为自觉是中国人对集体责任意识的

承诺

中国人的使命担当的自觉与中华文化传统根深蒂固

的忧患意识紧密相连。体现着对他人、集体负责的自觉

态度。如：南宋著名爱国英雄文天祥，在其所写的《正

气歌》例举了十二位中国历史上有浩然正气，千古留名

的义士和忠臣，如董狐、张良、苏武、张巡、诸葛亮、

祖逖等后，[3] 并在诗中进一步点明这些英难人物为什么

不惧生死，乃是“道义为之根”。其中，道指的是道理，

义则是指的责任担当。道义合起来就是对国家、对人民、

对历史的责任担当精神的诠释。而文天祥本人也在这种

精神的激励下。写下并践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以勇于担当的英雄形象永载史册。这之后，

更是无数英雄人物相继追随。及至近代，中国遭受到西

方列强的劫掠，国家、人民、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欺凌，

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捍卫中华文明，无数仁人志

士前赴后继，使命担当的责任意识照亮了中国的未来。

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秋瑾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周恩来“大江歌

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

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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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干，谁干？”这些英雄人物即是这种担当精神的见

证者，也是这种担当精神的实践者。

上述三种责任意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不

同时期有着具体的内容。当代大学生做为中华优秀文化

的继承者，长期熏陶承继了中国优秀文化中的这三大责

任意识。并结合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形成具有时代特色

的责任意识内容。

（四）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具体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 这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判

断也对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中的具体内容提出了时代

新要求。结合中华优秀文化中体现出的三大责任意识，

我们将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具体内容归纳为：1. 以

追求崇高人生意义为目标的自我责任意识：其具体内容

包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 以保家

卫国为核心的国家责任意识：其具体内容包括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3. 以使命担当为自觉的集

体责任意识：具体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5]

二、重大灾难下，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重要性

重大灾难的来临，给人们生命财产都带来巨大伤痛，

并伴随产生许多无法预料的后果。但如能紧抓这一契机

开展教育。往往能够在这一时期，为大学生确立以崇高

人生意义为目标的自我责任意识、以保家卫国为核心的

爱国责任意识、以及以使命担当为自觉的集体责任意识

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一）重大灾难下，为大学生奠定科学信仰，确立以

追求崇高人生意义为目标的自我责任意识培养提供重要

契机

当今，青年一代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些变化使青年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层次一度降低到物欲层

面。如：1.市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拉大了贫富差距，青年

中攀比炫富现象层出不穷，以物质的成功来做为衡量人生

意义的观念比比皆是。2.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人一机即

能沟通全世界，青年生活方式逐渐退缩封闭至狭小空间。

精神世界可以通过短视频或是游戏快速得到快感，个人主

义思想在毫无约束的网络世界无限滋长、并如同病毒式的

相互传染。3.就业压力大与基本物质的满足，并没有促使

一些学生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反而由于家庭能够

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导致一些学生安于现状，不思

进取，安心在家当啃老族。甚至当父母不能满足孩子需

求，而发生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这些精神世界的坍塌现

象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与责任意识的缺失不如关系。丧文

化、佛系文化成为网络热词的同时，其实是人们放弃了对

自我责任的要求，放弃了对崇高人生意义的追求。

重大灾难的来临，造成巨大灾害，无数生命的消失，

财富的失去，会使这一时刻下的人们感同身受的感受到

生命的无常，个体的渺小。此时的人们集体性的开始由

过往对外在物质的追求转向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探索，开

始思考并追寻超越生命的人生意义。人们的自我责任意

识此时觉醒，如在这时把握时机。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来引导大学生对比反思人生追求，

使大学生从个体小我的认识中脱离出来，通过深度的理

性思考，将眼光、思维转向从人类整体出发去思考生命

的意义，从而有效促使大批青年树立追求崇高人生意义

的自我责任意识的觉醒。

（二）重大灾难下，为青年增强政治意识，确立以保

家卫国为核心，承担国家责任意识培养提供重要契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出台多项政策促进

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但同时西方国家企图动摇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行径一直未

放弃。其采用的方式往往比较隐蔽，主要以和平演变的

方式进行。比如通过影视、歌曲、游戏、网络等渠道传

播美国式的民主、鼓吹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些内容配以

高科技视听感官效果，极易吸引处于青春燥动期的青少

年，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容易成为被渗透的对象，瓦解

其爱国责任意识。

重大灾难下，各个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争执由原先

的含蓄隐藏转为明目张胆。伴随美国经济滑坡，为转移国

内矛盾，美国打压华为，切断华为核心零件的进口渠道，

企图扼杀中国科技发展势头。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的种种表现不再含蓄，抓住时机，帮助青年更加清

醒认清西方社会的真实面目适，教育青年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能够有效增强青年政治意识，促使

青年自觉夯实以保家卫国为核心的国家责任意识。

（三）重大灾难下，为青年把握民族大任，确立以使

命担当为自觉的集体责任意识提供重要契机

自1949年我国解放以来。国家基本处于和平的时间

已经有70年的时间。从80后、90后、00后的这30年的时

间，国家更是走在快速、和平的发展道路上。80后、90

后、00后，对于中国过去的落后挨打基本停留在课本和

影视资料上。再加上国内教育中长期忽略了学生的通识教

育、语文和历史教育也只是服务于高考。导致历史虚无主

义借助资本的力量，通过网络渠道乘机传播、渗透。历史

虚无主义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以“虚化”“歪曲”

的方式，解读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 [6]。如：近几年来网

络上出现的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诬蔑狼牙山五壮士并未跳崖

而是溜下山崖等事件。通过丑化英雄人物，甚至丑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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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的方式，以及抹杀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达到矮化

中国人形象，瓦解中国人的责任担当意识。这些潜移默化

的侵蚀影响日久，犹如重疾急需猛药医治。

重大灾难之时，也正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之时。国

家领袖坚定与人民一道度难关，无数有名无名的英雄纷

纷涌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

自 2019 年绵延未愈新冠肺炎涉及全国，84 岁高龄的钟南

山院士义无反顾冲向一线，以及各地抗疫医疗小队奔赴

一线，许多志愿者在封闭期间帮助民众解决生活问题。

特别是其中有许多 90 后，00 后，用自己的行动承担起民

族大义，展现着中国人的以使命担当为自觉的集体主义

责任意识。榜样在身边，借此契机，采用多种方式宣传

榜样，激励大学生，激发青年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以使命担当为自

觉行动准则的良机。

三、重大灾难下，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的思路和建议

重大灾难下，对大学生的培养内容要有重点，抓住

时机，输送内容，开展活动。能够集中有效的解决影响

学生一生的重大责任问题。因此，在重大灾难下，对大

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的内容要着重选择。

（一）加强党史教育，培育大学生以崇高人生意义为

追求的自我责任意识

中国共产党史中有许多面对无数重大灾难时的化险

为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经验总结。自 1921 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每到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直面

能否承担自我责任的人生选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始终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更宽广的未来，依赖的就是无数

勇往直前的党员干部。抗疫专家张宏文在谈到一线抗疫

人员择选时说：是党员就上。这其中就内含着党员在入

党那一刻对人生意义中自我责任的肯定。

加强党史教育一要注意与中华传统美德紧密联系在

一起。党史中的典型人物无一不是受到了中华传统美德

的滋养并与时代相结合产生符合社会发展的美德内容如

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因此，党史教育中特别

要注意在典型人物故事中将美德的一脉相承讲清楚。帮

助学生从四个自信中增强责任感。二要注意不能只看过

去党的历史，还要将现在党的发展进程中，从政治、经

济、文化、各行各业的各项事业中讲党史，帮助学生全

面了解党的事业，以及各行业中党员为实现党的事业对

人生意义的思考。使学生在了解党史的全貌中感受追寻

以人生意义为追求的自我责任的价值。

（二）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培育大学生以保家卫国为

核心的国家责任意识

重大灾难来临时，正是国家安全面临深刻挑战之时。

近代历史中，许多国家在面对重大灾难时，应对乏力，

最终使国家长期无法摆脱发展困境。今年的疫情各国的

应对结果充分证明了重大灾难时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国

家安全教育重点方向：1. 及时讲解中央文件精神和各项

政策内容。包括大学生吃透重大灾难来临时的中央布局，

定心配合国家度过难关。2. 设计各种微专题，从政治、

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全面解读国家安全。3. 请公

安、政法、军人以真实事例的方式讲述国家安全故事等。

4. 加强学生网络安全培训，增强学生对于网络安全的了

解和认识，同时，学生也是用网的主力军，发挥学生力

量，主动识别、报告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大学生以

使命担当为自觉的集体责任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稳步向上的主流观念。[7] 重大灾难的来临，许多有名

无名的英雄人数以自己的行动践行这一观念。因此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能够有效扭转社会风气，

为国家发展迎来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重大灾难下，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从

实践的角度入手更易学生理解把握，比如：1. 组织学生

开展演讲比赛或是征文比赛：收集真实事件中的感人事

迹，挖掘其中体现的价值内容。2. 组织学生通过阅读、

或实地采访或是电话联线的方式，了解在重大灾难中平

凡英雄的所思所想，感受其价值观念生成过程。3. 对大

学生志愿者参与的活动内容提炼宣传。4. 鼓励大学生发

挥创新能力，借助网络，开展生动有趣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网络宣传工作。

重大灾难时，正是大学生对人生发展中要承担的重

大责任深刻理解把握之时。了解新时期大学生的自我责

任、国家责任、集体责任的丰富内涵，并加以适时引导，

将促使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前所未的力量爆发出来，成

为度过重大灾难的人生财富，并成为个人与时代共同的

历史记忆，在人一生的发展中都起着重要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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