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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精神”融入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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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石油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摘　要】龙江精神的教育价值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宝贵资源。基于此，本文主要介绍了将龙江精神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使之进入大学生头脑，发挥其教育价值，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键词】“龙江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龙江精神是一种地域文化精神。依托整个黑龙江地区是龙
江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龙江精神是黑龙江地域文明的
核心和外在表现，代表着龙江人的整体形象，是龙江人凝聚力
和认同感的基础。

1“龙江精神”融入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的价值
龙江精神是对龙江历代艰苦卓绝的革命史、创业史、英雄

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和精
神财富，指引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龙江精神可以坚定
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龙江精神与建设新中国的斗争息
息相关。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和许多仁人志士的革命情
怀和精神寄托。它在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得到
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中，大力弘扬龙江精神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使当代大学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龙江精神随着建设新中国的步伐一步步成长。它留下的红
色革命和创业场所是希望和遗产。过去的北大荒和过去的大庆
与今天形成了强烈而真实的对比。没有过去的创业奋斗，就没
有今天的辉煌成就。这种教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现实教育，
将促进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知行合一。

2“龙江精神”融入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存在的
问题

2.1 校园文化缺少内涵
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有着浓厚的文化和学术氛围，

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学生。同样，用龙江精
神培育和教育人，对于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龙江精神氛围也非
常重要。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人的方式在当今的大学教
育中并不令人满意。

高校校园文化氛围的建设过于形式化和情境化。高校经常
以新生入学和重大历史纪念日为重点，在龙江营造精神学习氛
围：在新生入学初期，组织新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学习；周
年庆前后，有一些以学习龙江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活动。整个校
园文化氛围有点正式，达不到感染人的目的。同时在建设龙江
精神校园文化的过程中，高校缺乏对其深层内涵的探索。龙江
精神的内涵极其深刻。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学校在开展这样的主题活动时，只
停留在对龙江精神的表面理解上，往往忽略了龙江精神的本质。

2.2 教育方式过于传统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的任务之一。龙江精神蕴含着精神力量和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
本身的信息，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指导作用。在培
养大学生的过程中，这种教育价值要求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进行挖掘、梳理和整合。但目前理
论课的课堂形式往往僵化枯燥，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思想政治教
育任务的完成，更不用说将龙江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行为
的培养。

传统教学形式落后，灌输说教的教学模式一成不变，缺乏
吸引力和趣味性。龙江精神所蕴含的精神教育价值，仅靠说教
和灌输是无法达到高校育人、塑造人的目的的。简单的说教往
往会导致学生的应对学习。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应该记住精神
的内涵，而不是把它内化在心里，外化在路上。在高校，很少
有关于龙江精神的讲座。即使有内容，也不丰富。在教学过程中，
高校教师注重用三言两语形成和讲述龙江精神的历史、内涵和
价值。很难吸引大学生倾听和参与，教育价值有限。

3“龙江精神”融入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优化策
略

3.1 营造“龙江精神”的文化环境
校园文化环境是江精神教育成功渗透到大学思想政治教学

的关键外部原因之一。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助于推动龙江精神
教育教学价值的实现。在校园方面，通过对整个学校气氛的把
握与引领，可以建立利于黑龙江大学文明传承发展的良好学校
文化氛围。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从
生活细节上下功夫，积极引导大学生参加各类学校文化主题活
动，增进学校学生对龙江精神的进一步认识。把龙江精神的丰
富内涵渗透到学校文化活动之中，营造浓郁的学校文化氛围，
在学校文化活动中实现寓学于自娱的目的，从而提高龙江精神
的文化感染力。

打造以“龙江精神”为主体内涵的文化宣传组织品牌，积
极引导大学生参加各种文化主题活动，使大学生自身也成为龙
江精神传播研究活动的主体。这才是真正宣传黑龙江精神最有
效的方法。只有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把社团作为宣传的
主要载体，并借助大学生的广泛动员和参与，才能够增强大学
生对龙江精神的深刻认识，从而营造浓郁的高校文化氛围。

3.2 创新教学方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很容易让大学生感到厌烦和厌烦。

另外，龙江精神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单纯的课堂灌输和说教的
课堂效果并不好。因此，高校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开辟
传播龙江精神的新课堂模式。开设龙江精神论坛课程。除了思
想政治教育主课堂，高校还应设立龙江精神论坛。根据学生的
成绩和专业，论坛课程可以设置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高校还可
以举办龙江精神论坛系列课程，邀请对龙江精神做了大量研究
的专家学者进行龙江精神讲座。高校要加快龙江精神研究成果
向实践教学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教学管理，在开设论
坛课程的过程中制定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让更多的大学生能
够深入了解龙江精神。高校教师要在书本之外“领悟”龙江精
神的内涵，力求让事例生动感人，语言通俗易懂，还原龙江精
神的本来面貌，增加其吸引力，使课堂活跃，语言清晰准确，
生动传神，富有感染力，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让学生直观感受
龙江精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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