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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仰的支撑力、信念的推动力、共同理想的凝聚力和远大理想的指引力的阐释，以及理想信念的

高度、硬度、黏度、纯度、深度、效度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凝聚着丰富的时代价值。贯彻落实习近平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思想，要教育当代大学生把人生追求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去，要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掌控新

形势下网上意识形态建设主导权，从学生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把理想信念

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紧抓好，切实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出实效、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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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年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做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一

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指出当代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是指引青年大学生健康成

长、建功立业的科学行动指南，是激励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奉献青春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习近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基本观

点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高瞻远

瞩，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理论的创新性

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理论创新，反映出

我们党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涵属性的理性认识，从而

丰富拓展了我们党的教育理念的新境界。

(一)理想信念的定力

1．信仰的支撑力。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信仰指向是

明确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是大学生成才的政治灵魂。大学生只有在内心深处真诚

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

斗的信心，因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ll_9。

2．信念的推动力。习总书记从三个层面论述信念：第

一，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

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第二，坚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

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

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l J50；第三，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大

学生要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永远紧跟党

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共同理想的凝聚力和远大理想的指引力。中国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三者之间是

内在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统一于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50

大学生要自觉做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中国

梦的忠诚践行者。

(二)理想信念的向度

1．理想信念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

于天。”¨J23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这是党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要求；但是抛开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和实践锤炼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称其为合格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2．理想信念的硬度。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优秀大学生的

精神追求。“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414。我们难以想

象精神上“缺钙”、得“软骨病”的青年能撑得起中国的明天，

能把中国梦变成现实。因此，大学生要有志于做精神上“不

缺钙”的接班人。

3．理想信念的黏度。理想信念是民族精神的黏合剂，中

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是把全国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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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

合力”[1]90。大学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把自己融人民

族复兴的滚滚洪流之中，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经历非凡奋

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4。理想信念的纯度。理想信念坚定，是培养优秀接班入

第一位的标准。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

的大学生学习成绩再好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接班人。理论

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清醒是保证行动和实践自觉的前提。

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

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

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11413。

5，理想信念的深度。大学生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

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

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l御，才能真正树立自信，坚持

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

6．理想信念的效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

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旧1大学生只有坚定理想

信念，扎扎实实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其精髓，学会运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洞察世事，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决问

题，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掌握制胜的看家本领。

二、习近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时代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类历史的高度

看待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把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放到振兴

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去，突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价

值。他以战略思维，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抓方向、观大

势、谋大事，把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全局性意义。

(一)以习近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引领大学生主流意识

形态教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

需要

伴随着对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的不断探索，在开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

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

生力军”¨_50。大学生要在纵向的历史学习中，了解中华民

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熟知党的艰辛历程和非凡奋斗；也要

在横向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对比中，了解世界大势的深刻复

杂变化，了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

变化，了解党遇到的严峻挑战、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已取得

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

部世界，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有资格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接班人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具备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因此，作为党

的接班人，大学生只有认真学习党史国史，才能切实增强理

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并以内心认同，激发实际行动，

在接力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以习近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引领大学生主流意识

形态教育，是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

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实

现“两个巩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思想引领，牢牢

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旧。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

宣传思想战线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大学生主

流意识形态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主流思想积极健康向上，

广大师生对党中央充分信赖、衷心拥护，对党和人民的事业

充满希望，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我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期一项调研表明：大学生中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只

有四成，近六成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或说不清楚自己信仰

什么；有近四成多的大学生认为共产主义是鸟托邦，超过了

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比例；大学生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持认同态度的超过五成；有1／3以上的大学生对中国未

来发展信心不足H J。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和中国国际地

位的上升，敌对势力以各种手段加强对我国大学生的意识形

态阵地争夺，加上国内各种问题的凸显，“加强大学生主流意

识形态教育，凝聚广大大学生的思想共识，牢牢掌握高校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显得尤为紧迫。

(三)以习近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引领大学生主流意识

形态教育，是坚定信仰追求，解决好“三观”教育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把“三观”教育放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

“总钥匙”“总开关”的重要地位来看待的，他强调：“要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这把总钥匙。”¨Ⅲ3而

掌握“总钥匙”“总开关”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中国梦打牢广

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基础”L1 J53。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特别

重视大学生“三观”教育?这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

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72，而大学生又处在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故而抓好这一时

期的“三观”养成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当下，大学生面临

大量硬方价值观念冲击和国内多元文化思潮消解的双重影

响，不可否认，政治信仰的迷茫、理想信念的模糊、价值取向

的扭曲、诚信意识的淡薄、社会责任感的缺乏、艰苦奋斗精神

的淡化等问题在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负面影响不

容低估，解决这些问题，是“三观”教育的紧迫任务。

(四)以习近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引领大学生主流意识

形态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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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

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

程。”"o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立德是树人的前提

和基础，所以“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H_l 73。理想

远大、信念坚定、报效祖国是大德，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助人

为乐是公德，自省自律、谦让宽容、勤俭节约是私德，大学生

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方可德才兼备，其才用得其所。

当前，大学教育中重智轻德、重分数轻育人的现象是比较普

遍的。对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一些高校不够重

视，还存在阵地意识不强、队伍能力素质不高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大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

社会风气影响下，一些大学生在多元社会价值冲击中混淆是

非、迷失自我、抱怨社会、无所事事、虚度光阴，对党的领导信

心不足、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动摇，更有少数大

学生，荣辱观颠倒，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杀害同学、向境外

机构出卖情报等恶性事件发生。要培养德才兼备、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养大德成大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适应激烈

的国际竞争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就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三、贯彻落实习近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思想

的现实路径

新形势下，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

把握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领会其创新的方法论要求，推进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出实效、出成果。

(一)要教育当代大学生把人生追求汇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国梦，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是凝聚中国力量的强大精神

旗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49，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规律的科学阐述。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更是勇于担当的青年一代的，“广大

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

春梦想”¨’50。

1．要教育大学生牢固确立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人生信念，牢固树立实现中国梦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

础的远大理想。当代青年生逢其时，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成熟，制

度优越性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为世

界其他民族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中国

梦的世界意蕴正在不断彰显。这是青年大有可为的伟大时

代，要引导大学生明白“只有把人生理想融人国家和民族的

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1的道理，要让当代青年

勇敢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责任，把个人进步和国家发展

结合起来，让青春事业与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契合，“把自己

的梦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国

伟大事业上，才能成就理想”∞J。

2．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的观念，实干圆梦，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

素质和本领直接影响着实现中国梦的进程。”．1忙1只有练就

过硬本领，才能担当起实现中国梦应尽的责任。第一，引领

大学生练就学习的本领。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在各种新知识

不断涌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一篙松劲退千寻，大学

生只有依靠学习才能走向未来。要让大学生抛弃自己不努

力，依权钱交易和不正当人际关系找好工作，靠啃老享清福

的恶习，要以开阔胸怀包容世界，以深远眼光关注未来，以不

懈追求实现梦想，不断更新知识，克服本领恐慌。既要学习

书本知识，也要积累社会经验；既要学习历史知识，也要追求

科技进步；既要熟知本国国情，也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珍

视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向专家、教师、同学以及向能接

触到的各行各业的群众学习，牢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

训，以谦逊态度求知问经，增长见识；善于从网络获取有益信

息，而不是陷入网游不能自拔，游戏人生。第二，引领大学生

练就创新的本领。大学生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力的群体，

应该勇立创新潮头，引领时代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

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要有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51。

青年只有为民族进步而创新、为国家兴旺发达创新，得其大

者兼其小，个人就能赢得创新创造带来的荣光。要引导大学

生克服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浮躁心态，扎扎实实夯实基础

知识，厚积薄发，以理想引领创新，以意志支撑创新，以求真

务实取得创新成果。第三，引领大学生练就实干的本领。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一种立场和态度，

是马克思理论精神的根本特质，它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也

具有世界观意义”"1。实干圆梦，实干兴邦。-8近平总书记

告诫青年：“要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

起，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

彩。”⋯52要纠正大学生中存在的“艰苦奋斗过时了”的错误

思想，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看，从中国的现实国

情看，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看，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看，艰苦奋斗永不过时。要引导大学生沉下气来、静下心

来、弯下腰来、用起脑来、动起手来，在学习中实干，在实践中

实干，在创业中实干，到基层去，到建设一线去，到攻关前沿

去，矢志刻苦锻炼，增益其所不能，靠锲而不舍的实干，以驰

而不息的奋斗，为实现中国梦奉献青春力量。

(二)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掌握新形势下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关键

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手机网民5．57亿，

20一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31．5％，学生群体的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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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学历程度越高对互联网的依赖越大，大学本科及以

上的网民占比达63．9％-8 o。诚然，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网络

成长起来的一代，智能手机、移动互联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不

可或缺的部分，网络在大学生价值观念形成中扮演着不可替

代、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网上内容时时刻刻渗透浸润着大

学生的思想，可以使其先前积累的知识根基和思想体系随时

动摇乃至瓦解。在全球网络化深刻变革中，意识形态斗争形

势更为严峻，方式更为隐蔽。网络空间已经超越地理空间，

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阵地。基于对做好网上舆论工作

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强化互联网思

维，“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

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州。

1．要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搞好网上理想信念教育。

大力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积极推动网上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传播，切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

2．要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推进高校校园网络

文化建设，探索网络化理想信念教育新模式，着力培育一批

有正确导向、有广泛影响的网络名师，建设一批贴近大学生

学习生活的网络名站名栏，组建～支理想信念坚定的网络宣

传员队伍，打造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

示范性、开放性思想理论教育资源网站、学生主题教育网站

和网络互动社区，推进辅导员博客、思政课教师博客、校务微

博、校园微信公众账号等网络新媒体建设∽J。

3，要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要直面校园网络安全管

理面临的严峻挑战，克服本领恐慌，充分认识有害信息的网

络颠覆性、侵蚀性和毁伤力，切实提高阻断各种有害信息网

上传播的综合能力。加强校园网意识形态管理，主动出击，

占领理想信念教育网络阵地制高点，牢牢掌控网上思想政治

教育主导权、话语权，要密切关注网上大学生思想动态，做到

及时沟通交流，有效解决问题。进一步完善高校网络信息管

理系统建设，逐步推进高校校园网站联盟建设，促进网上优

秀思想政治资源共享，等等。

(三)从学生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持久的精神追

求和最深层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学生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

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l¨72，努力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确立的

理想信念，大学生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丰富内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变的社会思潮中坚定

理想信念，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相对于进教

材、进课堂而言，进头脑才是落地生根，才能产生实效，而进

头脑也是最难的。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

力量促进核心价值观进头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

效性和真理性在于，她能够契合现实需要，指导解决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重大进程中的实践问题，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

和横向的国际比较，让大学生明自这种有效性和真理性，自

然就人心入脑了。第二，让脑子里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人讲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国广大

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0|。大

学教师中理想信念不坚定者为数不少，甚至一些校领导、思

政课教师、辅导员不信马列讲马列，自己脑子里没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怎么能期待从他们脑子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装进学生的头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教师头

脑才有可能进学生头脑。第三，以社会实践促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头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实践。在实践

活动中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人心入脑后更好

地外化于行，这是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梦想的大学所蕴含

的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是大学必须具有的务

国家之实、务社会之实的精神”Ⅲj。通过社会实践，让大学

生切实体会到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从而增进大

学生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

同，对中国梦的情感认同，使大学生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武装自己的头脑。第四，在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

中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头脑。只有实实在在关心大

学生，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教育、引导大学生解决

思想问题，通过对经济困难、情感、学业、就业等实际问题的

解决，以情动人与以理服人相结合，让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坚定跟党走的信心。

(四)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紧抓好

1．把党对理想信念教育的领导真正落实到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

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po要切实

改变一些高校会场上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很高的位置，会后

思想政治教育当成迫不得已应付的差事；口头上重视，行动

上轻视；接受检查时很重要，平时工作时没必要的极端错误

的做法。党委书记、校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

一线，建立健全高校党委统一领导的宣传思想工作机制∽j。

2．构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大格局。要改变“思想

政治教育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事，教不好是思政课

教师无能”的看法，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类做出更

大贡献的高度，从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视

野，从全社会共同责任的广度，以全校各部门共同参与为抓

手，强化责任意识，加强阵地管理，统筹队伍建设，有效推进

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工作。

3．培养一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的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要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名家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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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校名师大讲堂、理论名家社会行等活动，向大学生讲

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基

地，通过“青马工程”，在大学生中培养一大批政治骨干，造就

一支理想信念坚定、学识学养深厚、思想品格高尚、勇于开拓

创新、永远跟党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只有这样，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征程中，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后继有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

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

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

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副因此，青年大学生只有刻

苦学习，努力钻研，扎实锻炼，勇于实践，积极投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担当起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青春责

任，才能把有价值的理想信念变成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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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College Students’Ideal Belief Education

LIU Tai—lail’‘

(1．Socialist Ideology Research Center，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

Abstract：Both XI Jin—ping’S interpretations about support of faith，promotion of belief，cohesive force of common ideal，and

guidance of great dream and his statements about the height，solidity，viscosity，pureness，depth and validity of ideal belief have pro-

found ideological contents and abundant times value．In order to implement and carry out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al belief education，what we are supposed to do have been shown as following：first，college students now should be educated to in—

tegrate their life pursuits into China dream of great revival in our Chinese nation；second，Internet should be well constructed，applied

and managed，and we should control the dominant rights of onlin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new situation and integra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with textbook，class and their br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and schools；third，taking ideal belief education as a sys-

tematic project to manage and actually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ideal belief education to be effective and achieved．

Key words：XI Jin—ping；college students’ideal belief；mainstream ideology；Chin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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