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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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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将延安精神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说明延安精神在各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本

文从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出发，探索了延安精神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意义及探寻路径，旨在大学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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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it is of cross-era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Yan'an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ich shows that Yan'an spirit has its unique value in each era. 

Starting from the era value of Yan'an spiri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Yan'an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iming at college students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Yan'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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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近代的中国从

血雨腥风中走过来，依靠就是中国特有的延安精神，它指导人们即

使在艰难困苦情况下坚定思想不动摇，以实事求是为根本，以团结

和服务群众为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将星星之火燎原全国。

延安精神是红色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伟大动力，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课中渗透“延安精神”，既能将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又能让青年大学生认识到“延安精神”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 

一、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 

延安精神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

的延续与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依靠着延安精神将

近代中国从列强手里抢夺回来。延安精神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

价值，如今的中国繁荣昌盛仍然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以艰苦奋斗、

努力开拓的精神继续前进。 

（一）科学价值 

在繁荣复杂的社会里，若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不能基于事物的

本质思考问题，那么他无法把握事物更深层次的规律。人们基于现

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才能科学的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延安精神在中国近代革命时期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人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拼搏在第一线，在敌人

的炮火中勇敢前进，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想着这一仗他们打了，

他们的子孙后代就不用挨枪子。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约有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而留下姓名的烈士仅 198 万，许多无名英雄为

了新中国的成立永远倒在了抗战一线。而今的中国国足民强，已跃

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依靠的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

天的成绩。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局部战争频发，

中国许多科学技术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认识到中西方差

距，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拓新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延安

精神。 

（二）政治价值 

政治以公共权力为保障，主导社会各类经济关系，满足大多数

人心理预期，并通过对社会中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各个环节有

效运转的保障体系，它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根据社会制

度的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也有所差异。 

延安精神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理念，指引中国近代革命走向胜利，

可见延安精神乃中华民族精神财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是延安

精神的主要内涵之一，时至今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是中国共产

党人执政的核心思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团结和服务好人民群众，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如今已进入多元化发

展的时代，延安精神同样具备其特有的政治价值。 

（三）经济价值 

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一大内核，其精神一直推动

者人们不懈奋斗和勇于开拓，使中国从物质匮乏到现在全球出口，

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产业的优化升级。新常态经济情况下，

中国要突破科技壁垒，增加科技产品的出口量，必须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顽强斗争，继续发扬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的中国炮火连天，危机四伏，每位战士都是抱着必死的

心态用命博，延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新时期下，中国虽

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在众多科技领域未突破，芯片还在

被发达国家“卡脖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年轻人身上，而新时代

的大学生从小娇生惯养，因此在大学思政教育中融入延安精神具有重

要意义，能让大学生清晰地认识到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美好未来。 

二、将延安精神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大学生坚理想信念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士吃不饱、穿不暖，依然怀抱着远大的

理想，他们知道“这一仗不打，下一代就得打”，所以他们为了子孙

后代的幸福冲在了第一线。新中国发展初期，国家百业待兴，没有

像样的工厂和机器，技术工人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人奋发图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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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行业逐步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胆的加入了世界贸易

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一步步走过来，中国靠的就是不服输、肯奋

斗、不怕苦的精神，只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每一步努力都是

在靠近目标。当代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时期，

他们不懂生活之苦，在思政课中融入延安精神提醒当代大学生不能

忘记老一辈革命的艰辛困苦，应该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为了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勇于拼搏和奋斗。 

（二）提升大学生为民服务的能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党章，从延安时期共产党人

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民所思、为民所做，以无私奉献的

精神投身于为民众服务当中去，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现阶

段，大学生自幼娇生惯养、为我独尊，不能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

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中融入延安精神，增强大学生为民服务意识，

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引导学生关注孤寡老人弱势群体。此外，高校还

可以组织关于“延安精神”的讲座，让学生明白延安精神是永不过

时的民族精神，正确理解“延安精神”的内涵有助于认清自己与他

人、集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自身价值。 

（三）提升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从时代背景来看，新时代大学生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独立、

自由的社会，他们的父母大多出生于 70 年代，父母通过艰苦奋斗为

孩子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因此当代大学生未经历过生活的苦，缺

乏拼搏精神。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中融入延安精神，能够让大

学生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人经历过血雨腥风而换来的，我们

要继续发扬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将祖国的事业发展的蒸蒸日

上。与此同时，以延安精神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生活和学

习中遇到挫折时要以积极的心态克服一切困难，在拼搏中争取机会。 

三、延安精神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延安精神不仅适用于每个时

代，且在各个时代有独特的展现方式。与延安时期相比，当代大学

生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将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

程中要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特征和现实因素，探寻合适大学生的路

径，使大学生真正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 

（一）延安精神教育与思政课堂教育相结合 

大学思政教育不能单纯以说教为主，应该结合近代史案例讲述

老一辈革命人为祖国事业奉献一生的真实故事，在坚定理想中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例如，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履

行了一个中产党人的承诺，在当地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华坪女

子高中，却资金时张桂梅校长想办法，在校老师与学生同食同住，

张桂梅校长带领教师家访，将所有贫困家庭的学生带到学校上课，

张桂梅校长用自己的坚持先后将 2000 多名大山女孩送入大学，她的

事迹感动了全中国，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仍然有人以自

己的方式延续着延安精神。除此以外，高校教师在讲解马克思主义

课程时，应该结合不同时代的中国，结合延安精神进行教学，深度

挖掘马克思主义与延安精神的联系，鼓励学生课下探讨延安精神对现

代社会的适用性。在教学过程中，思政教师也应该注重个人的言行，

做好人民教师的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延安精神，用思想感染学生。 

（二）开设延安精神教育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影响深远，在高校实践活动中适当的融入延

安精神教育，不仅能激发活动成员的积极性，而且能厚植爱国主义

教育，重塑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社会内卷如

此严重的今天，大学生似乎是最先活明白的一批人，他们安于享乐，

注重个人思维，不关心他人喜与悲，在自己的世界逍遥自在。但我

国现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芯片被别人“卡脖子”，高新技术与发达

国家有很大距离，我们要看清国际局势，艰苦奋斗、卧薪尝胆方能

在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在校园内开设延安精神教育实践活动，以潜

移默化的方式重塑大学生价值观，如校园报刊、校园广播站播报一

些延安精神的小故事，或优秀学长艰苦创业的案例，或举办“延安

精神”研讨辩论会，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将延安精神融入到日常活动

中，让当代大学生明白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性。 

（三）借用新媒体平台融入延安精神教育 

新媒体已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各行各业将产品和服务都“搬到”

新媒体平台上，借用新媒体优势宣传、经营、获益。新媒体的优势

是整合了线上各种资源，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们随时随

地可学习和观看。现如今新媒体教学已成为一大潮流，许多在某领

域的专家通过知识付费赚得盆满钵满。延安精神融入当代大学生思

政教育中，不能只局限于课堂线下教学，还应该借助新媒体技术优

势，在各个抖音、快手、小红书、微博、今日头条、知乎等平台创

号，以视频或图文结合的方式矩阵化操作，一是宣传延安精神，二

是用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学习延安精神的相关内容，三是搭建

新媒体线上交流平台，了解当代大学生真实的想法后再针对性教学。 

（四）将延安精神融入到实践教育中 

延安精神的精髓重在体会和参与，若将延安精神停留于课堂理

论，那么大学生只懂得本书写出的内容，却不会将延安精神内化于

心，更不会在实践活动中融入延安精神。因此，高校开展延安精神

教育应该从课内走上课外，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组织学生到革命老

区延安走一趟，感受一下延安浓厚的革命精神，参观伟大领袖毛泽

东旧居及革命烈士纪念馆。若因为路途遥远不能亲自到延安，教师

亦可组织学生到当地城市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和学习，讲解员会

为大家还原当时的战争场景，让青年大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延安精神

的内涵及革命人的情怀。 

四、结束语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能为我

国现代化事业增砖添瓦。新时代大学生生活条件优渥，个人意识强，

缺乏延安精神，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延安精神能重塑大学生的三

观，使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境，从困境中逆流而上，坚持艰苦奋

斗，兼顾他人的利益，终将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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