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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付万兴  宋爽  于广浩  吕世军  吕春会  石杰（通讯作者） 

(牡丹江医学院) 
 

摘要：伟大的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培养无私奉献精神等，对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

过分析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和科学内涵、目前高校融入伟大抗疫精神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探究伟大抗疫精神有效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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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和科学内涵 

1.1 关于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分析 

1.1.1 伟大抗疫精神源于伟大抗疫的社会实践活动。面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突袭而至迅速席卷全球，人们笼罩在来势汹汹疫情的阴

霾之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统筹下，全国各地人民积

极相应、团结一心迅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施有序停工停产；全国

各个省市区县镇村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相应

机制，疫情发生后，为了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抢建火神

山和雷神山医院，多座方舱医院完成改建并迅速投入使用；数以万

计的医护人员逆行出征奔赴疫情最前线；医疗科研人员与争分夺秒

投入有效药的研究；更有不计其数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机关干

部、公安干警们舍小家、为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投入到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全国上下齐心、共克时艰取得疫情防控良好

形势。这也是全球疫情爆发持续以来，中国是唯一一个恢复经济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全球经济贡献了积极力量，也因此让世界各

国进一步认识到面对疫情，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 

1.1.2 伟大抗疫精神承载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0 年 9 月 8

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

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伟大抗疫精神五个方面的具体内涵，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

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1]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中的仁爱传统， 

“爱人利物之谓仁”，生命至上、以民为本的中华仁爱传统文化，

传承千年而历久弥新。“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

的家国情怀，彰显了中华人民举国同心、休戚与共的团结伟力。数

千年来，数不尽的英雄志士便是在这种情怀的感召和影响下，怀抱

着保家卫国、济世安民的抱负上下求索，慷慨以赴，从容适变。 “舍

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民族大义和以身许国的无

私奉献精神。“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切理论都务求经

过实践来进行探索和检验，这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

要特征。“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无私无我、同舟共济的精神底蕴，

彰显了中华子孙团结一心、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1.2 伟大抗疫精神的科学内涵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

伟大抗疫精神的科学内涵。一是生命至上。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并

坚决贯穿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领域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一以

贯之、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下，在这次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得到

了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二是举国同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攻

坚克难，每一名参与抗击疫情的“战士”冲锋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战斗在最前沿，广大的医务人员、基层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大爱无

疆、逆行而战，涌现出李文亮、钟南山、王辰、张思兵、李兰娟等

一大批抗疫英雄，历史和人民会永远致敬和铭记这些抗疫英雄。三

是舍生忘死。14 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共

同描绘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彰显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

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也正因此，在这场艰苦卓

绝的战役中各行各业的人员无畏逆行而战，谱写出一幅幅动人的时

代篇章。四是尊重科学。彰显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

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

贯穿于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的等各方面全过

程，抗疫斗争才取得决定性胜利。五是命运与共。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秉承共赴国难、舍我其谁、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率领中国人

民不畏生死敢于压倒一切困难攻坚克难投身于疫情防控阻击战、攻

坚战，更体现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国际疫情防控，

中国的专家医疗团队奔走于世界各地，中国的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

运往世界各处，中国疫苗延续助力全球抗疫合作。 

2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伟大抗疫精神自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提出以来，全国上下即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号召全体国人将之转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伟大抗疫精神也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融合，在提升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团

队结合意识、牺牲奉献精神、求真务实作风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

极的作用和效果，但通过调查研究也客观反映出一些问题。伟大抗

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融入途径需要进一步

拓宽、融入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融入效果需要进一步提高等问

题。 

2.1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途径需要

进一步拓宽 

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学习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主要途径

为高校思政课程教学，少数途径为网络新闻等。 

2.2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程度需要

进一步加大 

通过调查发现当前高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在融合伟大

抗疫精神在课堂教学内容深度、广度，在校园内精神宣传，开展专

题学习实践活动，以及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进行宣传教育等仍存

在一定提升空间。 

2.3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效果需要

进一步提高 

通过调查发现当前高校部分大学生对于伟大抗疫精神的思想

认识不够深刻，不能深刻掌握和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五个精神内涵

实质，对于每个精神内涵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实际体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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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精神指代不够明确，部分大学生不能主动融入疫情防控的各

项工作中，缺少主动实践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自身达到知行合一。 

3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的主

要原因 

3.1 思想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认识不够 

当前高校对于各门课程在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重视度

愈来愈高，但是结合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课堂教育、价值关引

领培养等方面的力度和作为还需要提高，伟大抗疫精神其内涵教育

意义既深刻又深远，如果让伟大抗疫精神真正融入大学生的思想认

识中，使其变为大学生不断端正学业、职业发展、价值取向、提升

爱党爱国情怀的思想引领手段做的还不够。 

3.2 校园配套文化宣传环境建设不足 

高校校园文化宣传环境建设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

果的重要阵地，是高校思政课程教育的重要补充载体，而高校校园

作为高校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工作、娱乐的重要场所在打造关

于伟大抗疫精神相关宣传学习平台做的还不够，缺少持之以恒的态

度和坚持，缺少进一步“搭戏台、唱大戏”的精神，导致高校校园

大学生学习宣传伟大抗疫精神的氛围不够浓烈，热情不足，从而降

低大学生对伟大抗疫精神内涵实质的进一步深刻理解以及指导实

践的转变。 

3.3 实践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认识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知行合一的统一，以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通过实践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增强高校思

政教育育人实效，只有教育与实践的充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推动

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落实以人为本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而当

前高校开展伟大抗疫精神相关主题实践活动的多流于形式，活动发

起和招募多以学生会等社团组织为主，以年级、班级等基层组织开

展的较少，缺少大学生实地研学、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很难将伟

大抗疫精神深刻印记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对于由伟大抗疫精神

教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缺乏推动作用。 

4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究 

伟大抗疫精神是新时代不朽中国精神丰碑之一，承载着伟大的

时代内涵和巨大的历史意义。伟大抗疫精神不仅诠释了中华民族等

新时代精神，更是历史对我们取得抗疫成果的充分肯定，在高校广

泛学习、宣传，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有利于树立和培养新时代

高校大学生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和复杂斗争时都能展现出无比坚

定的信心和牢不可破的意志。 

4.1 将伟大抗疫精神积极融入到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中 

高校应发挥好思政课程思想教育主渠道阵地作用，高校是铸魂

育人的重要阵地，应充分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教材、教学理念和教

育方法中，充分认识到伟大抗疫精神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在课

程设计、课堂互动、案例分析中积极开发和利用伟大抗疫精神相关

的教育教学资源，加大用伟大抗疫精神立德铸魂育人教育。积极鼓

励思政课教师将伟大抗疫精神打造成金课，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全

球肆虐流行不断爆发之时，以伟大抗疫精神树牢高校大学生新时代

责任担当，以伟大抗疫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大学生勇做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斗者、开荒者、贡献者，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渊博的学识、高

尚的品德、过硬的技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热血

青年。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在拓展新时代思政建设中的补充作用，为

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充足的“养料”供给。发挥课程思政作为先进教

育理念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效果。[2]高

校各科课程应主动提升思政教育站位，授课教师应主动结合课程内

容融合伟大疫情精神的五种内涵，在传输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以伟

大抗疫精神中涌现的优先榜样、典型案例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年大学

生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刻苦学习，用实际行动报效祖

国、珍惜太平盛世，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4.2 将伟大抗疫精神积极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宣传建设中 

高校校园文化宣传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

想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宣传文化

阵地，理应积极担负起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进文

化的重任，是高校铸魂育人的重要宣传载体，也是一个大学“软实

力”的重要体现。高校应积极深入挖掘伟大抗疫精神的时代精神内

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予以规划，通过现实场景重现营造浓厚的宣

传教育氛围，在耳濡目染中让伟大抗疫精神在广大青年大学生心中

牢牢扎根，进一步凝聚高校师生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牢做到“两个维护”，在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中立德铸魂育人。[3] 

4.3 将伟大抗疫精神积极融入到高校大学生生活实践中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体中国人民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攻坚战，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强大的精神支柱，

是全面引领中华儿女昂扬拼搏、发奋图强、坚韧勇敢向前的力量源

泉。高校应充分认识伟大抗议精神在中国精神谱系中的时代意义，

积极探索理论联系实际在高校大学生中的成果转化，通过形式多样

的实践载体主题活动在大力弘扬抗疫精神的同时，让广大高校大学

生亲身感悟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输死较量中诠释“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逆行者们可歌可泣、振人心

弦、催人泪下的抗疫史诗。不断提升高校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担

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让伟

大抗疫精神的精神内涵在大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成为推动青年大学

生刻苦学习、矢志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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