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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悟中国精神，理解精神内涵

1.1 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有 5000 年的悠久文明历史，孕育中华民族辉煌

灿烂历史文化的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

长、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

中塑造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1]。从古至今，中华民族

的奋斗历程中都闪耀着中国精神的光辉。古人对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关系的独到理解、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道德修养和

道德教化的重视、对理想人格的推崇都彰显着中华民族注重

精神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

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精神的能动作用，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方

针和政策坚定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

1.2 中国精神的内涵

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

1.2.1 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来源于中国人民悠久历史的伟大实

践活动，为中国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

智力支持。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大体划分为 5 个发展阶段，即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新时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

的社会存在，孕育和发展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中华民

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其中，爱国主义

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

想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1.2.2 时代精神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和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进行伟大的改革和建设事业，赋予了中

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伟大的人民成就伟大的事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个又一个“最美中国人”

让中国感动，一个又一个英雄攻坚团体使世界震撼。他们在各

自领域、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艰苦创新的实践活动展示属于

中国这个时代的价值追求、职业品格、科学精神和英雄情怀，

体现勇于改革的伟大精神和敢于创新的伟大品质，奏出了时

代精神的最美乐章，写出了时代精神的最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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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写好中国故事，呈现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

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中国精神从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对中国历史发

展进程中各个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3]。把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思想理论、历史事件、代表人物按照中国精神的内容筛选、

整理、提炼，写好体现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既有利于学生了

解中国精神的内容，也有利于学生理解中国精神的内涵，通过

了解触发情感，通过理解激发认同，让学生通过观看、聆听中

国故事产生对中国精神的情感认同。

3 描绘故事情境，展示中国精神

用图片和语言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精神宣讲会更

具实效性。动员全校学生描绘故事文字版的中国精神故事情

景，是一种可以执行且效果很好的图片征集方式。

首先，自主描绘中国精神故事能够在全校形成观看中国

精神故事的良好氛围。画好故事要以了解故事为前提，学生在

创作之前必定会对描绘的故事情节进行揣摩，在无形中就接

受了中国精神教育。

其次，自主描绘中国精神故事能够形象地展示中国精神

的具体内涵。通过对故事文稿具体情节的可视化再现，生动地

展示中国精神的内涵，让学生外感其形，内悟于心。

最后，自主描绘中国精神故事能广泛吸引学生观看学习。

学生创造或描摹的故事图片会加入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审

美观念，呈现出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能吸引同龄在校大学

生观看学习。

4 讲出故事情感，宣传中国精神

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人是知、情、意的统一整体，不

仅有认知能力还有情感和意志。人们的情感和意志对于人们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为具有激活、驱动和控制作用。全面

地了解、科学地理解、认真地践行中国精神有助于学生产生美

好的心境、坚韧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对于实现个人理想具有

强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建设宣讲团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激情

昂扬地讲述蕴含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是中国精神故事化思

想引领方式的重要环节，选拔、培养具备讲述故事能力的优秀

中国精神宣讲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精神故事宣讲团可以依托各高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以下简称“青马工程”），二者互相融合，相互促

进。一方面，中国精神故事宣讲活动可以作为青马工程理论提

升和实践锻炼的环节。讲好故事首先需要了解故事、理解故

事、认同故事，在此基础之上的宣讲才具有真情实感，才能直

击学生的心底。这个过程是青马工程各位学员强化“四个自

信”和“四个正确认识”的过程，可纳入青马工程的理论提升环

节。宣讲中国精神故事，是在认同的基础上，加入个人情感后

的激昂表达，可纳入青马工程的实践锻炼环节。另一方面，青

马工程的优秀学员为中国精神故事宣讲提供了人员保证。要

想让学生通过听故事产生情感认同，讲故事的人必须真正了

解和认同中国精神，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青马工程学员

特有的优势。

5 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弘扬践行中国精神

在了解中国精神、感悟中国精神、认同中国精神的基础

上，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向代表中国

精神的历史人物学习，践行中国精神。例如，辅导员要引导学

生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做忠诚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有具体的内

涵和要求：热爱国土，辅导员可在生活中引导学生向“塞罕坝”

人学习，增强环保意识，共同建设美丽生态中国；热爱人民，辅

导员可在校园中引导学生向任长霞学习，爱自己、爱亲朋、爱

骨肉同胞；热爱文化，辅导员可在交流中引导学生学习、了解、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热爱

国家，辅导员可在交流中引导学生学习新时代中国取得的伟

大成绩，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和“四个正确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

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

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

供了强大精神支持。”中国精神是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纽带、动力和定力。当代大学生是幸福的一代更是幸运的一

代，他们将全程参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大

学生要了解中国精神内容，感悟中国精神内涵，涵育中国精神

素养，用中国精神作为人生导航，用中国精神创造奋斗动力，

用中国精神助力青春梦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

事业中践行中国精神，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

国家、民族和人民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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