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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央的 新理论成果之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紧跟党中央的 新理论思想，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迭代

加快，更加需要以党中央的权威发布作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的理论指导。 

一、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维度 

1、人民维度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 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者。“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

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2 “伟大建党精神”无不秉持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立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是

我们的力量源泉，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就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身边，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把

周围的人民群众作为服务的对象，从生活帮助邻里的小事，到工作

中的尽职尽责，都是尊重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只

有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赢得民心。 

“半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人民维度的生动诠

释，是中国共产党时刻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之举，这种始终牢记人

民利益的“伟大建党精神”使得我们党在创建时期历经各种艰难险

阻而不倒，遍历多种挫折而不断，能够一次次从逆境困局中如凤凰

槃涅 般浴火重生，愈挫愈勇，始终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站在

时代潮头，奋勇前进！ 

2、辩证维度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前提，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

大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客观世界的内部规律，又要重视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伟大建党精神”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精炼概括我

们党精神谱系之源的典范。“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伟大建党精神”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辩

证维度下的意识飞跃。“伟大建党精神”诠释了在大革命时期、白色

恐怖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战等时期，在正确理论指引下，广大

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甘于奉献，鼓足斗争精气神苦干实干，

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创造出人间奇迹。如果我们广大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理想动摇、宗旨淡化，人民群众精神萎靡、贪图安

逸，那往往很容易干成的事情也完成不了。所以，我们必须对理想

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用“伟大建党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一些同志有了存在

错误认识，消极悲观。毛泽东等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冲破反革命的高

压，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光辉旗帜，在思想上、实践上捍卫了革

命道路。“伟大建党精神”时时处处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它是在同

右倾悲观思想、右倾错误、左倾盲动等路线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实

践检验的正确思想，是鼓舞军民顽强拼搏、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精神力量。 

3、历史维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探索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艰难过程中成立和发

展壮大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进行了各

式各样的救国道路探索。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签订丧权

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中国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都在尝

试救亡图存，但都未能使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一次成功

实践，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潮流背景下产生的，是历史的必然选

择。 

二、互联网时代高校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学需要把握的基

本点 
1、开展“伟大建党精神”谱系逻辑分析 

2021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公布了纳入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由四个分号、五个层级构成。“伟大建党

精神”放在了第一层级，并且不与其它伟大精神并列。其它四个层

级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来进行分类，并且都是有着清

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特征。这种安排，从逻辑上表明“伟

大建党精神”具有总括性、起始性、穿透性，它高度凝练了中国共

产党的先进特征，形成于我们党的创建时期，是我们党伟大精神的

源泉，始终贯穿于我们党奋斗事业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互联网时代

高校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学需要厘清伟大精神内部的逻辑关系，

需要向大学生讲解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的相互

层级关联、它们在时空转换中的逻辑顺序等。 

2、增强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3 高校学子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中坚力量，是担负

民族复兴使命的重要群体，需要在当下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深入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伟大建党精神”，把其中蕴含的坚定的理

想信念、不懈的价值追求、无私的奉献牺牲等融入到自身的青春奋

斗中，增长中国青年的志气、助强中国青年的骨气、厚实中国青年

的底气。 

互联网时代高校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学可以从长志气、强

骨气、厚底气角度分析“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意义和现实价值。选取跟当代大学生时空较近的脱贫攻坚精神、

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

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进行分析，这些精神都体现了“伟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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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精神”中为人民服务、不惧牺牲、不畏艰辛、勇于奉献的伟大品

格。通过这些扶贫抗疫英雄、科学家模范们等日常的平凡感人事迹，

使大学生能够领悟到英雄人物、先进模范就在自己身边，就是身边

人。譬如脱贫攻坚精神，数百万的扶贫人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

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对党忠诚、风雨无阻、

不畏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邀请大学

生在互联网平台上分享自己家人亲朋中投入到扶贫一线的奋斗过程

及其自我感受。 后教师可以进行总结，即就是这些大学生的身边

人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工作阵地，不轻言放弃，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执着成就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各个领域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使大学生切实领悟中国共产党“伟

大建党精神”，自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和贡献者。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学的路径探析 

互联网时代高校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教学，需要将其纳

入高校日常互联网的宣传报道，在各类校园融媒体平台上设置相关

专栏内容、案例点评、链接视频、互动专区中以问答模式等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校园氛围。在高校具体的“伟大建党精神”网

络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1、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这把意识、认识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充分表达了出来。在

我们党创建时期，几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所以能够在困

境和磨砺中百折不挠， 重要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

真理、坚守为国为民和共产主义理想。在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

党人做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给予中

国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强大精神支撑，真理和理想给予我们的革命

先烈战胜艰难险阻的智慧和勇气。在不断发展真理、坚守理想过程

中，我们党也不断淬炼成钢，“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展现了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宝贵思想引领价值。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作者，他说“真理的

味道非常甜”。《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有利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青年纷纷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下。真理一经确定，理想一经点燃，就会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2、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中初心与使命的原点内容，是我们党

建立、发展的根本动力，亦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的精神源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

件下，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代表着中国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崇高的初心和使命。“伟大

建党精神”所凝聚的初心和使命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

中。 

“ 美奋斗者”“感动中国 2019 年度人物”“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老英雄张富清一个又一个迎难而上的决定，专挑 苦 累的地区

和岗位的行动正是共产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践行与承诺！ 

3、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这主要反映了我们党在革命实践活动中的斗争品格。中国共产

党人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在面对反动派惨无人道的酷刑面前，凭着

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让敌人胆寒。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先烈李大钊，一生俭朴清廉、

淡泊名利、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的不畏强权、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是“伟大建党精神”

的 好诠释。革命烈士江竹筠，以钢铁般的意志抵抗住了敌人对她

进行的各种严刑拷打，因为她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一样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4、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涵，是其落脚点和归属点。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从建党初期的 50 多名党员发展成为如今的 9500 多万

的执政党，依靠的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靠的是党不负人民、人

民拥护党的血肉相连。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时都会面对党

旗宣誓，入党誓词的内容虽经历了几次修改，无论是在战火硝烟的

斗争岁月，还是在花好月圆的和平时期，入党誓词的 后一句话“永

不叛党”都保留了下来。对党忠诚、永不叛党要求广大党员始终牢

记共产党员是自己 鲜明的底色，自入党之日起应该把忠诚落实在

言行上，个人面对再大的政治磨难都应坚定对党的信仰、不改初衷、

不移心志，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先烈中，大都用生命履行了对党忠诚、

永不叛党的铮铮誓言。一大党代表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押到南京，

国民党妄图挑拨邓中夏对党的不满。狱中秘密党支部问他的政治态

度，他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

产党的。”就是凭着这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永不叛党的正气，邓

中夏与敌人顽强斗争，后英勇就义。 

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更新迭代很快，但无论科技怎样进步，“伟

大建党精神”都不应在互联网的内容供给中缺失。高校需要在信息

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借助互联网上便捷的资料

获取途径，图文音画并茂方式，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典型案例探讨

等教学形式，使得“伟大建党精神”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入行，坚

定广大高校学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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