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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叙事

张　 旭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１）

　 　 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积极进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 反帝反封建教育、 文化与思想观念教育作为主要内容， 形成了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

工作、 加强工农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等基本经验。 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相关历史知识的认识， 而且对进一步推进青年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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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严峻的革命形势急需广大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快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力

量。 于是， 中国共产党从战略高度部署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并进行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与革命斗争相结合， 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在革命的淬炼中日趋成熟。 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 可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分

为四个发展阶段。
１. 初步探索：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大革命时期， 广大青年深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旧社会伦理的束缚， 产生了改变现状、 摆脱压迫的

强烈要求， 甚至进行了自发性斗争。 如何利用和领导这股青年力量， 唤醒与激发青年斗志， 将青年斗

争由自发转为自觉， 培育青年成为革命参与者和领导者， 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 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青年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 树立正确的革命

观、 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 就将培养青年革命精神、 启发青年政治觉悟作为工作重心。 １９２２ 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 是 “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 使

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①。 １９２３ 年，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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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决议案》， 强调对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 要求 “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

义的宣传， 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①。 此外， 中国

共产党利用报刊、 演讲、 工会、 补习学校等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抨击错误思潮。 如恽代英、
萧楚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 《中国青年》 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批判戴季陶主义， 唤醒了许多被错误思

想蒙蔽的青年， 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越来越多的青年提高了思

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并加入了革命队伍。
２. 曲折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 国民党右派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 因此土地革命前期的中国共产党青

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质上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１９２８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的 《教育宣传工作决议案》 明确指出： “团的宣传教育工作依旧没有深入到广大青年工农兵士群

众中去。”②

伴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央苏区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步发展。 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领导土地革命、 保护群众利益， 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契机。 针对封建

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宗法和家族等观念比较盛行这一具体情况， 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和灵活多样

的原则， 通过口头和书面宣传、 树立榜样以及号召青年农民参与土地革命等方式， 开展青年思想政治

教育。
基于 “一切工作， 一切生活， 都要服务于革命战争”③ 的原则， 这一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特征， 其主题是革命战争教育和参军拥军教育。 １９３２ 年， 《团中央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国民党第四次 “围剿” 苏维埃与红军的决议》 指出， 共青团在中央苏区的任务是 “组织百分之

百的青年工人巩固苏维埃政权， 发动广大劳苦青年群众尤其是青工， 加入红军， 动员千百万劳苦青年

参加革命战争”④。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艰难探索时期， 这一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也随着革

命斗争的发展而艰难发展。 青年能够积极投身土地运动， 加入工农红军， 使自身革命力量呈现出

“燎原之势”。
３. 走向高潮：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１９３９ 年毛泽东发表了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文， 认为中国青年在革命中 “就是带头作用， 就是

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⑤。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将青年工作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重视青

年、 发展青年， 将对青年的培养与革命前途命运相关联， 与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相联系。
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

知识青年越来越多。 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进步报刊， 组织和影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开展革命

活动。 当时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就说： “卢沟桥抗战开始以后， 全国青年学生来的更多了， 他们首

先从华北方面大批涌进来， 接着就从全国各地像无数点线一样， 继续不断的进来了。”⑥ 这些进步青

年通过学习， 具备了革命精神， “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作风， 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信”⑦。
中国共产党还对国统区、 沦陷区的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一时期， 在国统区， 国民党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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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 “但并不反对青年组织公开合法的青年团体及进行公开合法的

抗战工作， 亦不反对与我党进行某些统一的活动”①。 中国共产党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青年团体组织，
将更多的青年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在沦陷区， 中共地下组织主要依托学校中的文化团体，
秘密建立宣传组织， 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持久抗日思想， 以激发沦陷区青年的抗日救亡

意识。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内容， 对广大青年开展了思想政

治教育。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觉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抗战胜利汇聚了坚实

力量。
４. 日益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变化， 重新建立青年团， 形成了严密的工作组织体系，
同时紧密结合实际， 更新了教育内容， 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成熟阶段。

首先，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重新建立青年团， 创办中央团校。 经过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 其中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 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

不能满足于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②。 因此， 重建青年团被提上日程。 至 １９４８ 年， 东北、 西北、 华北

和华东等各解放区均重新建立了青年团。 ９ 月， 中央青委将华北党校六部独立出来成立中央团校， 培

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骨干。 同年， 《中国青年》 复刊， 在舆论上对青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 在

国统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青年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反抗国民党的倒行逆

施。 国民党发动内战， 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 提出了经济

生活斗争的口号， 并逐步上升到政治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掀起了以学生

为主的反对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 毛泽东高度评价国统区的青年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

动的一部分。 学生运动的高涨， 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③

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帮助青年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国内形势， 引领青年

为人民解放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青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发展和青年自身需求， 确定了比较全面的、 符合实际

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１.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列宁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 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指导， 因此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首先， 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类报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青年》 作为对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重要阵地， 刊载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 如， １９２４ 年仲英详细介绍了列宁唯物史

观的观点⑤； １９２５ 年任弼时详细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十个方面的内容⑥。 其次， 中国共产党出版翻

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 中央苏区 “组织编写了数十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让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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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这些书籍包括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等”①。 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了大量的马列原著。 毛泽东极其重视对原著的翻译工作， 强调： “为全党着想，
与其做地方工作， 不如做翻译工作， 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实是功德无量的。”② 最后， 在学校中开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使用自主编写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问题》 等教材对青年进行理论

化、 系统化、 深入化教育。
２. 理想信念教育

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唤醒广大青年的革命信念。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人靠理想信念的力量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 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 抗战

时期， 中国共产党格外注重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着重教育青年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树立远大

的理想。 国共合作时期， 毛泽东提出： “可以服从三民主义， 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③，
并且强调要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还将理想信念教育纳入各类学校教育。 解放

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 紧紧把握民众期待和平的心理， 对广大青年进行国情教

育、 前途教育、 阶级教育等， 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为， 增强了青年对光明前途的信心，
培养了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３. 反帝反封建教育

《中国青年》 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 １９２４ 年， 恽代英发表了 《中国革命与世

界革命》 一文， 指出 “我们对内要打倒压迫我们的军阀， 对外要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④； 一峯

发表了 《帝国主义浅说》， 指出 “表面上看来， 帝国主义似乎就是大国家主义仅带军事掠夺的性质，
是人心不良的结果， 大家都不知道这只是帝国主义的外形， 他的基础并非人心不善， 却是经济组织的

不良”⑤。 另外， 《中国青年》 舆论阵地在引导青年反对封建军阀的同时， 还教导青年进行社会革命。
《手枪与炸弹》 一文指出， “我们要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革命才好……夺取政权才好”⑥ 对青年

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 既要告诫青年， 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又要教

育青年若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就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从根本上来改变社会制度。
４. 文化与思想观念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面向的青年主体从知识青年转变为工农青年。 然而， 广大农民群众的

知识水平、 思想观念比较落后， 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缓慢， 限制了党的政策方针

在农村的普及和实施。 因此， 提高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目标。 为提高青年文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扫盲识字运动。 中央苏区时期， 共青团在

扫盲运动中明确指出， 要消除苏区的文盲， 要建立识字读书的组织， 使苏区的每个人都不是文盲。⑦

至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推进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 例如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通

过组织识字班、 冬学运动等方式来推动识字运动， １９３９ 年 “在平山县建立起识字班 １９６３ 个， 人数达

到 ５９ ４８７ 人； 新乐识字班 ３３７ 个， 人数达到 １５ ９６３ 人； 满城人数达到 ４２００ 人； 徐水人数达到 ２５００
人； 五台人数达到 ５４６３ 人”⑧， 对根据地青年的文化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 中国共产党还致力于更新青年的思想观念。 首先， 破除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 中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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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时期， 《青年实话》 发出了 “进行不信神教运动， 节省求神拜佛的浪费， 帮助红军战士打破迷

信”① 的号召。 其次， 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出现的投降言论进行了强有力的

批判。 如胡乔木严厉批驳了汪精卫的投降言论， 指出投降主义的本质就是 “曲解中外历史， 侧面的

‘证明’ 战是误国， 降是爱国”②。
在革命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向青年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阐释革命

形势， 切实提高了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觉悟， 引导青年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 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１. 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党的革命目标， 要求打倒军阀、 推翻

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因此，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打倒军阀和推翻帝国主

义为主要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和基本任务主要是进行土地革命、 开展军事斗

争、 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等， 所以这一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向青年宣传政权与军事理论以及

呼吁青年直接参与武装斗争。 全面抗战时期， 建立统一战线、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务之急， 中国共

产党着重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教育青年认清国情， 增强青年抗日救国使

命感， 提高青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拥护度与支持度， 调动青年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性。 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动员下， 广大青年以极高的责任感参与抗战并取得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带领人民

反对独裁统治， 实现自由、 和平与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 对此， 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 广播

等宣传方式向广大青年揭露国民党 “假和平， 真内战” 的阴谋， 呼吁全国青年参与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实践， 秉持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原则， 将其与党在不同时期的

革命目标、 革命任务紧密相连。 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有组织、 有针对性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动， 使广大

青年以最大的热情和最饱满的使命感参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充分发挥了其在革命中的先锋队

作用。
２. 加强工农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最初是以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为关注对象。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

以及革命路线的转移， 工农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 １９２５ 年， 《中国共产

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强调： “目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

三方面： 青年工人运动、 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③ １９２６ 年制订的 《农村青年工作大纲》 则

要求共青团要从事农村中的青年工作。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农村革命根据地内的经济水平、 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都比较落后， 农民的思

想政治觉悟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党的政策主张顺利实施以及争取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格外重视对农村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仅发动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

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远远不够的， 更要发动广大工农青年。 对此， 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知识青

年们和学生青年们， 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 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 动员起来，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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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 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 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 是做不

到的”①。 因此，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内都将工农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中国共产党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对知识青年进行深入教育， 再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深入工厂、 走进乡

村， 贴近工农群众， 面对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从而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给工农青年， 使之融入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 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

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较为弱小， 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 主要通

过创办革命刊物的方式引导青年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 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

化， 中国共产党为了提高教育效果， 根据教育对象不断更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 首先， 中

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提出了不同的口号， 如 “实行苏维埃政权”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要
使耕者有其田” “土地属于农民阶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 通过这些口号， 中国共产党以通俗

易懂、 精简易记的方式向广大青年宣传自己的革命任务和政治主张。 其次， 实践锻炼是中国共产党进

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共中央共青团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户口调查、 登记土地以

及革命斗争等实践活动， 将青年们的革命热情转化为革命实践。 再次， 通过创办学校对青年们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 如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就陆续创办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共中央党校、 陕北公学

等学校。 毛泽东指出， “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 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②。
最后， 创办广播电台， 也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１９４０ 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

广播电台在延安成立， 通过播报 《解放日报》 《新中华报》 的重要评论以及广大抗日英雄的英勇事

迹， 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与共鸣， 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激励他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和发展， 不但使中国青年在中国共

产党的带领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同时对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纵使时代背景不同， 但经过实践检验的本质性规律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国梦是历史的、 现实的， 也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的， 更是青年一代

的。”③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 要在历史成就的基础上， 对青年进行具有时代性、
创新性、 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可靠的后备力量。

责任编辑： 刘　 莉

４７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学术论丛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 第 ２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５６５－５６６ 页。
转引自李志民： 《革命熔炉》，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２ 页。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７０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