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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视角下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培养研究 
陈小琴 

（三江学院） 

摘要：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学生所处的阶段正式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大学课堂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我国培养具备历史使命感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大学作为主要阵地，因此也承担着替社会输送综合性人才和服务经济建设的主要责任。在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中培养历史使命感，可以使大学生深刻领悟自己的使命。同时，也是当今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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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身处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新时代我们，应当了解知道时代赋予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具备什么的能力；我们需要肩负起怎

样的责任；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素养能力。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去回报我们的祖国，所以我认为处于“恰同学少年”的

我们应当努力做好当下的事情完成自己的学业，在完成学业的基础

上去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去提升、去完善自己。 

二、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发展的影响 

思想品德与政治的教育伴随每个中国学生的成长，然而从未得

到过学生重视。初中的时候，思修是一门中考要考的课程，于是在

每次期中期末考之前大家就会临时抱佛脚地背上个一两天，然后又

渐渐忘掉。但是到了现在，我仍然能记得当时背的关于生命的条目：

生命是可贵的，生命只有一次。虽然这简直就是废话，而且有点难

以记忆，但到了现在，我发现，强行让我们记忆的东西其实已经变

成了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比如，当看到

许多人轻生的新闻，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非常可惜，然后“生命只

有一次”这样的声音就会闪过。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没有意义，

因为与生命只有一次的论调相似的说法总会出现在你成长过程中，

可能由你的家长告诉你，可能你自己在某个时刻开窍，开始思考人

生，死亡的时候自己悟出来。但是总要有什么人站出来，宣传这样

的思想，避免有人因为“落下”而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轻生，从而起

到兜底的作用。更何况，许多事情不是像“生命”一样是大部分人

都有一个统一看法的，比如消费观念，可能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

人有穷人的活法，但学了思修我们都能轻易背出诸如“勤俭节约，

理性消费”的话，这就提供给了所有人一把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尺。

然后到了大学，思修仍然没有得到重视。 

三、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在大学课堂的教育现状 

思想的教育很重要，大学生的确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要坚定理

想信念，要弘扬中国文化与精神理念[2]。但是现实是思修的学分很

低，我们也一点也不愿意上思修课（或者愿意在思修课上睡觉，玩

手机）。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老师上课的时候什么内容与最后

的考试挂钩，我们也有救命稻草：即期末前的划重点。不得不说，

老师的水平都很高，老师上课时有趣的谈吐总能把我从手机里唤起

来，但是我们并不在乎这样的谈吐，也不是我们就天生这么功利，

而是评判一个学生好坏的标准永远是成绩，我们去上课首要的也不

是学习知识而是考试能拿高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学生思维。所

以我们面对生动有趣的讲话时积极性并不会比老师说到“这考试可

能会考”来的高。如果真的希望我们学到什么东西，为什么不把考

试的内容掰碎了放在每节课，强调考试的内容与范围，就像其他重

要的课程一样呢？然后时间就到了十四周，所有人要上交一份“心

得体会”，这很怪异，谁能在天天刷手机（或者睡觉或者写作业）

的情况下，上交一份既真情实意又让老师满意的心得体会呢？大学

的思修课好像成了一种妥协的，极其矛盾的，有点可怜的东西。但

是思修课确确实实在一些方面启发了我，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曾经

一直在思考“爱国”的意义。曾经我觉得爱国有些随便，你生在这

里就是爱国，生在他乡就会爱他乡，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选择的余

地，所以很多烈士殉国的故事对我来说有点奇怪。仅仅从个人的利

益角度去思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爱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

我可以爱家人亲人，可以爱我的故乡，但是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要去

爱呢？然后那天的思修课，老师提到了爱国主义包含“归属感”和

“认同感”，于是我从我爱班级这同样“不存在的”概念出发，想

到爱国是从个人情感出发的，而与利益无关。就是一种强烈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这种人最基本的需求，促使我们去爱国家。又比如人

何以与动物不同的问题。我曾经一直觉得人与动物没什么本质的不

同，只是拳头硬了点，脑子好用了一点。然后那次思修课老师说到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知道了为什么

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为什么莎士比亚要借哈姆雷特嘴说出的人是宇

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句话。因为人除了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

而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这和其他的动物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四、大学生应该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应该有的历史担当 

历史的卷轴缓缓铺展开来，每一代人都有其历史使命，使命是

责任与担当，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后生认为，大学生所应担当

的历史使命有：学习、道德、爱国[3]。 

（一）、学习。周恩来总理曾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身

为学生，首要任务当之无愧应该是学习。 

1.学好专业课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本领。在学习自己本专业

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发现探索的过程，发现前人的智慧与不足，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了解不足，减少试错的成本，发现自

己在学习过程中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探索自己真正喜欢

的事物，从中汲取力量，找到学习的乐趣，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

成就感。在自己所学专业内有所精进，在人类细化的学科专业体系

中，不断推动不同门类知识的完善与发展。 

2.广泛地阅读不同门类的书籍。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前人的思想，

从不同角度理解、评价同一事物。多角度的思考问题，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在学科交叉中，反观自己所学的专业，或许会得到一番

新的心得体会。多读书，了解不同的观点，拓宽自身的视角，丰富

自己的理解、思考方式，不断改进、完善自身，探寻人生、人类的

其他看可能。 

3.独立思考。陈寅恪在五四运动中曾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

思想。”在互联网时代，每天有大量的信息充斥在我们身边，有真

有假，此时需要我们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尽可能的找到相对可信

的信息，了解事实，以一个稍微理性的视角来思考事物，不人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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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算法日益精确，越来越投人所好，可能人会困于信息的茧房中，

不断固化自己的思维，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地独立思考，思考事物

的其他方面，搜索事物的其他可能，免的被人轻易同化，免的在自

己的信息茧房中作茧自缚。 

4.保持自律。在物欲横流充满诱惑的如今，保持学习的能力，

抵抗住诱惑，严于律己，规划好学习与娱乐的时间，在学习时，耐

得住寂寞，沉下心来用心地搞学问，认真做笔记，总结归纳相关理

论、知识。 

（二）、道德。中华民族自古至今讲究道德，作为新时代青年，

我辈也理应做到。 

1.关注家庭。中国是一个历来重视家庭的国度，“家本位”思想

根深蒂固，血浓于水的亲情不可割断，近来原生家庭也引发社会的

广泛关注。身为大学生，关爱家中长辈，平时多找点时间问候长辈

的日常，有空多去看望老人。为人父母不易，父母不光要为子女提

供必要的衣食住行，还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成长及心理健康，感恩父

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大学生应在独立、自律一些，少让父母

担心、挂念，收敛一下自己的坏脾气，多与父母沟通，共促亲子关

系的和谐。若是还为人兄、姐，自己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当好

表率，如果弟弟妹妹生活、学习上出现什么问题，多与他们进行沟

通，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建议。若是为人弟、妹，

与哥哥姐姐多做交流，尊敬他们，对他们的建议适当、理性采纳。 

2.传承中华优良美德。真诚，保持真诚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难

能可贵的品质，社会中有太多虚假，无处安顿的灵魂，记得去热爱

生活，寻找发现社会所存在的美，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感知、记录，

回归自然，感谢自然所赠与我们的一切。有礼貌，注意自己的言辞，

“恶语伤人六月寒”，在说话时尽量温和、委婉一些，有理有据，

谦虚待人。“谢谢”常挂嘴边，感谢周边人、社会、国家所付出的

一切，谢谢国家给予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常怀感恩之心，环卫工人

真的很辛苦，不辞辛劳打扫周围的环境，抗洪战士为挽救生命在与

死神做殊死搏斗，任何一个人都在为他/她存在的世界而奋斗，感谢

他们的辛苦付出。尊敬师长，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正是教师的辛苦付出，从内而外地影响了一个人，改变了一代又一

代人的命运，所以尊敬、感恩师长责无旁贷。 

（三）、爱国。热爱自己的祖国是身为一位中国公民所应身体

力行的责任、义务。 

1.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厚重、群英荟萃，令后

人为之惊叹、敬重。文化当中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仍是我们应当对文化所应抱有的态度。《诗经》和《楚辞》开启中

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唐诗宋词中体味韵律之美、古人的悲

欢离合，《红楼梦》的丰富、古典文化的荟萃、人性的多样，先民

们太富有智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充满自信，借先民之石来

攻玉，传承、借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学习先辈。让我们把视角转向近代，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民智未开，军阀、割

据、战乱，一段让中华儿女深感沉重的历史。“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在这样一段饱经屈辱的历史中，英烈们勇担大梁，知识分子

寻找救国的出路、唤醒沉睡的国民，英雄为国家的存活甘愿为之付

出生命，国共合作形成抵御外侵的巨大合力，优秀的中华儿女不屈

不挠、在外侵的夹缝中不断奋斗。正是先辈们的忘我付出，才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有了现在的中国。先辈身上的坚韧、自

强不息、热爱民族的可贵品质，令人动容，后浪接过先辈的接力棒，

理应不断开拓进取，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4]。 

3.创新思维。从本质上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还停留在认识的

层面。如果没有实践，那么再好的意识思维也只是水中丽影、空中

楼阁。只有把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地把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层次、新水平。在实际生活和学习过程中，能指出

生活中弊端的人不少，但亲自去付诸实践的人却不多，他们缺乏实

践的勇气和对改善事物的思考。所以，在竞争时代，我们要想在社

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要增强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勇气，不断

发现改善新事物。我们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工

作效果，思维方式对了，即使工作遇到困难，往往也会“柳暗花明”；

反之，机遇和条件再好，有时也会陷入“山重水复”。“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投身科研，攻克科学难题，让自己的祖国不至于在

某些科技方面再任人宰割，用科技捍卫国家的主权，某些科研也助

推人类生活的智能化、便捷化。作为当代大学生，好多人类智慧已

经进入总结归纳的阶段，而新的问题仍层出不穷，这个时代发展的

太快，有部分人确实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内卷”、“小镇做题家”

持续引发社会关注，人文学科重视观察、记录、总结、寻找出路，

人文学科在这条道路上任重道远，关注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从前人

的智慧汲取经验，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所突

破，社会在向前发展，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前人所没有遇到的，用自

身的智慧、谋略去寻找出路这种勇气与魄力也是需要的[5]。 

用鲁迅先生的话做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

候炬火”，青年一代任重道远。 

五、结束语 

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青年学子一直在积极体会并学习党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因为毕竟中国的未来终将会交接到我们这一代人的

肩头，而中华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特别重大而意义非凡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必将经过长期而艰苦的风雨历程才能得以实现，我们肩负

着前人的嘱托，承载着后人的希望，唯有在当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用科学的力量来武装在前进的道路上破除万难，唯有如此不辱使命

[6]！我们应当牢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群体与

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的理念方针，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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