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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是党和国家的未来，青年的理想信念影响着未来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青年需要树立并坚定的政治信仰。青年理想信

念教育，需要增进青年对科学理论的认同、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与此同时，还

要求个人积极主动地进行理论学习、承担社会责任，将其作为常态化、生活化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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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

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班。”[1]

青年群体理想信念状况关乎其人生发展、关系着党

和国家的未来，开展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文从内容构成、基本思路与实践要求

三个方面探究如何科学有效地对青年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

一、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构成

1.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唯物主义者只相信

科学、信仰科学。马克思主义因其普遍真理成为人

们深信不疑的信仰，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

供了理论指引和精神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

的转变，从世界发展的边缘逐渐走近世界中心。青

年群体要传承信仰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和信仰支撑下继续书写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为此，要加强马克思

主义信仰教育。一方面，要使青年熟练掌握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这些基本认知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普遍性，是

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精髓，是指导人们认识和实践活

动的根本方法，更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要掌握

的关键内容。另一方面，要使青年学习掌握理论创

新的规律与方法，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而努力。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的、教条的，而是

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内

在地蕴含了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信仰者。

2.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马克思站在无产

阶级立场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作出必将走向共

产主义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旨趣就是

实现这一崇高理想。一百多年来，党不忘初心，始

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目标追求，号召并引领一代又一代青年为之奋

斗。立足新时代，广大青年要接好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的班，传承好先辈遗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

义“渺茫论”，是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的现实

要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崇高而远大，其实现不可

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奋斗过程。“如果大家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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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

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2]（P143）

青年群体要建立牢固的唯物史观，筑牢共产主义理想

的理论根基，立志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而持续奋斗。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长期

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结合

中国客观实际形成的阶段性目标。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象表现为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教育，使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前世今生”，在实践中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围绕

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探索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经验教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螺旋式上升的，没

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者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形成

的有益成果的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青年群体要坚定“四个自信”，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忠诚信奉者。

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思路

1. 以科学理论的认同来支撑理想信念的树

立。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进行理想信念

教育，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对

科学理论的认同越深刻，支撑理想信念形成树立的

基础就越牢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想信

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

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

摇。”[3]一方面，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所在。

广大青年要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

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对这些理论理解

掌握的程度直接关系着信仰的确立与坚定。没有

对这些理论成果的认同与接受，就不可能将其内化

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各

种非主流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存在着非马反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瓦解

着青年群体的思想认知。青年群体要善于从政治

上看待各种非主流思想观念，把握其本质，在理论

批判中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2. 以历史规律的认识来强化政治信仰的坚

定。理想信念的树立和坚定需要建立对历史规律

的正确认识。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恩格

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对未来发展进行科学演绎的

结果。“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

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P45）正如马

克思所言，他的理论是对历史现实的描述，而他所

揭示的美好社会正是建立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的

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本质规律，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命运解放的道

路。如果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对

人类未来发展作出准确判断。一方面，历史总是在

曲折中前进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是当代青年认识历史、追寻信仰最丰富

的题材来源，其中存在着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需

要吸取的教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信仰重要指

向是人类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自觉

按照历史规律来增强历史主动、进行实践活动。中

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将其与时代、国

情相结合，在信仰的驱使下不惜流血牺牲、不畏艰

难困苦，逐渐摆脱任人宰割、贫穷落后的局面，在党

史中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

当代青年要从先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滋养，感悟其

背后的历史哲理和信仰支撑。

3. 以基本国情的把握来夯实人生理想的建

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才具有

实现的可能，否则就是空想幻想。青年群体坚定理

想信念需要把握基本国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

能故步自封，要把对未来的美好追求同中国社会发

展的客观现实结合起来。因此，进行理想信念教

育，需要以基本国情的把握来夯实人生理想的建

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

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

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5]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而这个社会主义

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党和国家所作的

一切方针政策都以基本国情为最大依据。青年群

体树立理想信念，不可能脱离基本国情这个客观事

实，需要立足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前

进方向、根植于社会主义具体的、现实的阶段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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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越或者落后于这个阶段。只有这样，青年群体

才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有

效结合，以自觉行动服务发展全局。

三、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要求

1. 在学习教育中补足精神之钙。拥有精神之

钙是个人顺利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前提。丰

盈精神世界，补足精神之钙，需要个体自觉主动地

学习。为此，需要掌握并自觉运用关于学习的规律

性认识，筑牢理想信念形成的理论根基，切实增强

理想信念教育实效。

第一，坚持正确的学习方向。进行理想信念

教育，需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向和学习

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个人接受正向内容的熏

陶。如果不明确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学习方向和

它所包含的科学理论内容，就不可能在学习中增进

理论认可，反而会被各种聒噪杂音所诱导，削弱教

育效果、动摇理想信念。第二，运用正确的学习方

法。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对于增强理想信念的理

论认同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青年群体要深入学、

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而不是

肤浅学、短暂学、懒散学、毫无目的地学、脱离实践

地学。要克服浮躁心理，以真学来提升真信。第

三，努力提升学习境界。青年群体要把学习融入生

活，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生活方式，通过常态

化学习来充实自己的心灵。青年应该把学习作为

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

方式。通过急功近利、临时抱佛脚的学习所掌握的

理论认知可能是表面的、暂时的，要想对理论掌握

得深刻、持久，牢牢地抓住真谛，青年群体就要常学

常悟，实现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

2. 在实干担当中淬炼理想信念。理论学习上

的收获是直接的，但不如个人实践获得的认知来得

深刻。坚定理想信念不能只停留在学习教育层面，

更应当体现在个人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

动中。实践可以深化个人对理论的认知，坚定理想

信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发展变

革的同时，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把实践作为淬炼

个人理想信念的重要手段，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为了

理想而奋不顾身的青年群体，成就了党始终保持朝

气蓬勃的生命力。广大青年应当把理想信念的种

子洒在民族复兴的实践进程中，在为人民服务的过

程中树立坚定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

理想信念，不能喊口号，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6]（P64）。

首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新时代的奋进

者。大道至简，力行才能致远，实干才能兴邦。新

时代的青年要自觉承担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把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转化为优秀的工作成绩和为

人民服务的实际行为。青年要切忌“躺平”，不能眼

高手低，时刻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面对困

难、应对挑战。其次，要甘于奉献，做新时代的奉献

者。艰苦的环境才能磨炼人的意志、坚定人的信

仰。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青年群体“到基层去，到西

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7]（P55），施展聪明才

智，在“最薄弱的地方”绽放青春色彩，成就梦想。

广大青年要把深入基层一线锻炼作为提升自我的

重要途径，切忌“走过场”“当跳板”，否则对于个人

理想信念的淬炼无济于事。最后，要敢于开拓创

新，做新时代的开拓者。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新境遇，青年群体要敢为人先、敢做先锋、敢试敢

闯，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不向困难低头，不畏风险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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