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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导大学生

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理想

董一冰，张 丽，尹贵斌

( 牡丹江师范学院 思政部，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民生观将直接影响着党的

执政方式和理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民

生理想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民生观纳入自己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的正确轨道上。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民生理想;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 2011) 07—0019—03

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理想，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生教育的价值导

向和政治导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理想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增强改善民

生和发展民生的信念、民生理念和民生思维，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推进以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
把改善民生提高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他们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

的民生观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导大学生树

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理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爱国主义教育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

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2］
爱国主义

具有全民性、共有性和历史发展性的特点。它是动

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巨大力量。新一代的

大学生处在社会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肩负着跨世

纪的历史重任。他们爱国主义素质的高低，直接关

系到党和国家新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能否和谐健康发展。
( 一) 坚持“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以人为核

心，把满足和引导人的需要，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前

提和出发点; 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基本原则; 把提高崇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最

终使大学生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和谐发展。注重引

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培养大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

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辨别国际

社会中各种理论和思潮，正视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认

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以及发展目

标，把对祖国的满腔热情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结合

起来，把自己的学习、工作、活动与国家发展、民族振

兴联系起来，用实际行动促进祖国的繁荣与壮大，从

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二) 用红色精神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运用“红色资源”进行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是一

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要根据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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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阅历、有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人文历史知识

这些特点，努力寻求多种方式深刻挖掘这些“红色

资源”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通过“红色资源”进

校园，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学校的公共

课本身具有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应充

分挖掘这种教育资源优势。在课堂上教师可通过理

论讲授、播放影像资料等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

教育。因为这是培养爱国情怀、获得历史知识、继承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主

要渠道和来源，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经常举办专题报告、学术讲座，利用广

播、橱窗等宣传媒体开辟爱国主义教育专栏，弘扬

“红色资源”中的爱国精神。要经常地引导和组织

学生走出学校，参观革命历史纪念馆，激发大学生对

历史的回顾和对烈士的缅怀之情，更加珍惜今日的

生活，热爱我们的国家; 同时可利用学校假期，动员

学生走向社会，深入工农，调查访问，了解国情，使他

们亲身感受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感受人民群

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激情，并以此为动力，勤奋

努力，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之才，使爱国主义教育

落到实处。
( 三) 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全面提升大

学生爱国热情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也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可以也必须贯彻

到课堂教学的教学内容中。要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教

育产生更好的效果，使学生真正树立爱国主义的思

想，还必须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课内与课外结合起

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国旗升旗仪式、学
唱爱国主义歌曲、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有关热

点问题举行主题班会和团队活动、组织观摩爱国主

义教育影视片并展开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取得单纯靠课堂教

学所无法取得的更佳效果。
理论和实践教育是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的另一

种变化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学生自觉

形成爱国主义意识，一定要从理论上讲清楚树立爱

国主义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让学生在理论上弄

懂弄通爱国主义的本质与内涵。理论教育要讲深讲

透，要让学生信服。在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时，一定

要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于解决他们思

想上的疑惑; 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于解答现实

生活中的问题，理论教育才有针对性，才会有效果。
二、社会理想教育

社会理想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提高高校社会理想教育实效

性对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完善人生以及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的意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大体包括: 坚持不懈

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 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 开展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 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

策教育; 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
要使广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要进

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引导，更要让他们从自己的实际

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无限光明。当前，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因素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上，因此，我们必

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下功夫，加强教育的针对性。
由于高校大学生来自于经济贫富悬殊的不同地区，

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的周围环境不同，导致其

思想观念和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们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也就有所不同。因此，高校各级党组织、领导

和教师一定要深入细致地搞好调查研究，采取多种

形式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摸准影响他们理论信

念的主要动因，切实把热点、难点问题找准。我们必

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当前我们国家和社会存在

的亟待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不遮不掩，实事求地进行

客观分析，使大学生既正视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又

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希望。从实践上看，大学生所以

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和疑虑，根

本原因就是对一些社会问题只看到现象，看不到本

质。由此可见，要为大学生解疑释惑，不但要加强引

导，更要提高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使广大学

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

察、分析和认识问题，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

能真正使大学生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牢扎根。
三、道德教育

( 一) 提高思想认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武装大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生

观教育的核心。在当前，要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要求，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教育为主题，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

育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国家至

上、社会为本、集体优先教育为准则，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思想道德教

育。要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萌

芽的产生，使大学生懂得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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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关系。对大学生进行言谈举止、卫生习惯、为人处

事、道德情感等专门训练和生活指导，引导他们正确

处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关系，正确处理追求个

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树立服务于人

民，来源于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从而形成一种中

华民族特有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形成

一种特有的社会主义道德人格。
( 二) 强化传统道德教育，突出时代内容

德育教师要以满腔的热情，乐观的人生态度和

高度政治责任感，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革命传统和

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两大教育资源对大学生进行

道德教育，同时，赋予传统教育以新的时代内容。要

跟踪时代的步伐，符合时代节奏，积极研究道德教育

的新问题、新内容、新特点，把握道德教育的新动向

及形成的规律，明确道德教育的定位，寻找道德教育

支点，从而帮助大学生去获取适合时代特征及自己

处境的精神资源，指导他们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

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一个比较

充实的精神空间，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升沉、荣辱

的不同情况，具有较大承受力和坚韧品格，引导他们

向上、向善、向往美好、向往成就、向往创造、向往贡

献，帮助他们以优秀的意志品质和自强不息的人格

精神、创业精神支撑起未来的事业。
四、社会文化教育

( 一) 语言艺术运用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就是指思想政治

教育者在采用讲课、报告、谈心、表扬、动员、访问等

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使用准确、流
畅、生动美妙的语言，阐明道理，打动人的心弦，激起

感情的波澜，使人产生强大力量的艺术。所谓语言

艺术运用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灵活运用语言

艺术的方式和过程。语言艺术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关

系着教育对象对信息的接受情况，从而间接地反映

出对文化无形之中的渗透和接纳程度。积极有效地

运用语言艺术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引导过

程中，能有效地传递思想信息，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在文化领域中的吸引力。同时，语言艺术的高低，在

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引导的效

果。应用语言时要合时宜，因人而异，富有针对性，

而且要情真意切，以情感人，富有亲切感。语言要简

练易懂，富有逻辑性，用风趣、诙谐、富有幽默感的方

式达到无声语言感染的效果。
( 二) 疏导艺术运用

所谓疏导艺术，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遵循人的

思想活动规律，综合运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审美

教育、艺术熏陶等方式或方法，来疏通人们的思想，

净化、美化心灵，提高人的觉悟，引导人们奋发上进，

积极工作，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而奋斗的艺

术。疏导艺术的运用，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运用一定的技法、技巧来疏通大学生思想情绪，把大

学生的思想和认识引向正确、健康的轨道上来。疏

导艺术的运用，常常要采取鼓励式，商讨式，提醒式，

沉默式和批评式等。疏导艺术的运用，需要在掌握

大学生思想产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做到注重

科学，保持主动，讲求信任，最终促使大学生认同、接
受主流文化先进的价值理念，做到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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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n，the college student are in the main period of outlook and value，they are our country and nation’s fu-
ture and wish． The conception of livelihood of their own，which are going to directly affect the way and conception of party holding the
rein of government． As for building harmony social，the important meaning can not be replace． Therefore，it is vital to tell the concep-
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leading them to put their livelihood － conception and outlook with value
together voluntary，and changing it to match with the righ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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