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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精神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探思
陈　敏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289）

摘要：航天精神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代代中国人民克服万难，艰苦奋斗，不断推动我国发展的强打精神动力。将

航天精神融入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教学中，有利于更好促进“基础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强化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学生树立运大理想，为梦想不懈努力，

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本文在理解航天精神的基本内涵，明确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探索航天精神融入到“基础课”教学的路径，

使之更好发挥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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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

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

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伟大精神。”这全面阐释了航天精神的时代价值。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使命，是对学生产生最持久的“三观”塑造。高职院校

主要开设了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课程，“基础课”是其中之一。

同时“基础课”是高职院校开展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核心课程，对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提高

思想道德素养与法律素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航天事业的发

展历程为“基础课”提供鲜明生动的教学素材，感人至深的航天

故事，把航天精神融入到“基础课”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教学价

值和现实意义。 

一、航天精神的基本内涵

我国航天事业是从 1956 年开始起步，到今天已有 60 多年的

历史。在这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航天人凭着自立更生，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团体协作，勇于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

伴随着 60 多年的航天事业发展，在伟大的航天事业实践中同时孕

育了伟大的航天精神。

中国航天人在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实践中，培育

形成了“航天三大精神”。

一是在航天事业初步发展阶段提炼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

二是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结合我国航天事业

的发展实际提出并精辟阐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 " 两弹一星 " 精神；

三是胡锦涛指出，我国航天工作者在长期的航天奋斗实践中

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的贺电

中用“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十六个字概

括了探月精神。

虽然这些精神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形成的，体现了航天

事业在不同的时期的特征与发展，但是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在其

中都蕴含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勇于攀登、精益求精的进

取意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

人奋勇拼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是中国航天事业之魂。

二、航天精神融入“基础课”教学的重要意义

“基础课”是高职院校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

地，同时也是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三大航

天精神蕴含着丰富的育人素材，且该素材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

将航天精神融入“基础课”教学中，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人

生价值、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内涵，有助于提高学生集体意识，

强化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把个人理想融

入到中国梦中。

（一）丰富“基础课”的教学内容，促进教学创新改革

航天精神是航天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航天

事业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总结、概括提出来的。它包含

了很多感人的航天故事，可以为“基础课”教学提供丰富且重要

教学资源。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国家工业化

基础薄弱，科学技术相比于西方国家差距甚远，并且在国际上受

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挤压。老一辈的航天人为了我国的

社会主义事业，不惜自愿背井离乡、从沿海工业重镇迁移到西部

偏僻的深山，将自己的热血青春甚至终生无私地奉献给了航天事

业，这是“基础课”生动的教学案例。

在航天事业实践上孕育出来的航天精神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锤炼大学生勇于担当时代使命、

无私奉献、团体协作的思想品德。

如今，全国在构建“大思政”格局下，高职院校要更好地落实“立

德树人”的任务，做到“三全育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向高

质量提升，将航天精神融入“基础课”教学中是很有必要的。

航天精神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准确把握航天精神的基本内

涵，讲好航天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情感认同，政治认同，提升“基

础课”的理论深度，同时也能更好地把理论与身边的人或事相结合，

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加快推进航天精神走进课堂，有利于“基础课”

教学创新改革，同时也有利于航天精神的弘扬。

（二）强化学生的使命担当，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某发射基地时指出：

“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

在航天事业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数的航天人怀揣着对祖国的

挚爱和心中的信念，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

了航天事业，奉献给了国家，如：钱学森、邓稼先、戚发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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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航天人把国家利益和需要当做自己毕生追求，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与便利的科研条件，克服重重困难，一路披荆斩棘，

将自己毕生所学致力于祖国的航天事业。这就是深厚的爱国主义

精神的生动体现。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讲话

中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将航天精神融入到“基础课”教学中，有利于高职院校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报效国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坚

定“四个自信”，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自觉地把个人梦融入到

中国梦中。

（三）有利于培育大学生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创新在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断

加大，想要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有创新，我国才能不断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更好地跟上

时代潮流或者引领时代潮流，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我国航天事业建设初期基础差、技术薄弱，很大程度上是依

赖苏联提供技术支持。然而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停止了技

术支持，撤走了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威胁，

一时间使我国航天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我国航天工作者没有

气馁，没有被现实所打垮。

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鼓舞下，中国航天工作者在坚守自己

岗位的基础上，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阻碍，

攻破了一个个难关，靠着自主研发，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我国

航天事业取得了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飞船到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再到“探月”工程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自主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道路。

将航天精神融入到“基础课”教学中，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敢

于突破陈规，勇于创新的意识，增强创新的责任感和能力，在实

践中敢于攻关，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做追赶时代的弄潮儿。 

三、航天精神融入“基础课”教学的实践路径

航天精神有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而“基础课”又是航天精神

发挥育人作用的主阵地。将航天精神有效融入“基础课”教学中，

实现将航天精神的鲜明素材转化为生动丰富的教学内容，帮助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时代使和社会责任感，提升精神境界。具

体措施如下：

（一）丰富教学内容，讲好航天故事

大学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黄金时

期，而“基础课”是高职学院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

教育的主要阵地，将与“基础课”相耦合，则更能完成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若需要把蕴含航天精神的鲜明素材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内容，

需要在教学中讲好航天故事，且需要把航天故事讲好、讲透彻。如：

教师在针对理想信念的这一知识点讲解时，通过阐述老一辈航天

人在恶劣环境下为了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发奋图强、披荆斩棘、

自力更生，把其发展当做自己终其一生的追求，“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就是航天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鲜明体现，从而可

以加深学生对理想信念相关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真正

到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教师在讲到“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这一知识点时，通过

阐述钱学森、航天“四老”、杨利伟等等航天人的先进模范事迹，

对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时代要求等知识点进行讲解，在知识点

和故事的讲解中使学生明白我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

再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航天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

谱写航天事业的新篇章，促进航天梦和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大

力弘扬航天精神和中国精神。

（二）整合学校资源，构建航天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变化，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

个人特征的日益突出，传统的教学方法已满足不了高职院校学生

的需求，尤其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同时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在线开放课程、微课随之出现，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也促进了教学方法的变革。因此，

在推进航天精神融入到“基础课”教学中，要不断革新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好学校资源，营造良好的氛围，开展多种多样的航天校

园文化活动。

例如：航天知识竞赛、航天精神主题演讲比赛，讲航天故事

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悄无声息中认知和弘扬航天精神，

提升思想境界。

此外，利用网络平台，开设航天精神相关在线课程，利用线

上线下多种载体，拓展航天精神学习的广度，提升“基础课”的

有效性。

（三）开展实践活动，明确责任使命

要让“基础课”更加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使其活起来，

就必须要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充分挖掘航

天精神的内涵和育人功能就需要学生置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在思政教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利用假期开展实践教育活

动，参观航天教育基地，重走“三线路”，航天科技展示馆等。

走进航天基地，观看一张张航天人艰苦奋斗场景的图片，感受航

天人的生活，倾听航天人无私奉献、尽职尽责的故事。

学生通过到实地参观学习和调研，深入了解航天人的故事，

深刻感悟航天精神，在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时代使命，增

强集体主义意识，自觉把自己培养有理想有本事有担当的时代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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