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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生信仰信念信心教育有效性的三个维度

□ 冯灵芝

摘 要：信仰、信念、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

量，也是新时代增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成效的核心内容。在教学活动中，要夯实理论基点，不断增强

大学生的理论认同、道路认同和实践认同。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回应新时代大学生关注的理论难点、

舆论热点问题。找准教学支点，讲好共产党人初心故事，赋予马克思主义强大的人格力量；讲好“四个自

信”故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讲好青年追梦圆梦故事，引领青春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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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

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1]（P43）这为新时代提

高大学生信仰信念信心教育的有效性指明了努力和

前进的方向。

一、筑牢大学生信仰信念信心教育的理论基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动摇，走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共

产党近百年来的不懈追求。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生动诠释信仰信念信心的

重要性：“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

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由此可见，

信仰信念信心对个人与集体、政党与社会、民族与国

家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必须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前进方向。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回答和解决一系列时代之问，继承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实践发展和接受实践检验，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纵观

人类文明发展史，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

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过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现

实生命力，从一国到多国，从西方到东方，它以惊人

的力量，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论。在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贯彻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进入新时代，继续高

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对指导实践、引领方

向至关重要。

2.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制度与运动三者良性互

动的有机统一整体，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其优越性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不断呈

现出来。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充分发挥理想信念的

价值导向功能、价值凝聚功能和价值激励功能。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激励人、凝聚人，使人经得住各种考验，坚

信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开了实际行动，理想信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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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一纸空谈。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

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学社会

主义必胜信念，带领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

3. 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涵育信

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我们党就始终把实现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奋斗的伟

大使命。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振

奋人心，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发生了令人震撼的

变化，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经济

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引领者和贡献者。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砥砺奋进、逐梦前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盛

世伟业。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社会实践发展，每一步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实践步

伐，让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继承先辈优秀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步

伐上，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有效应对未来道路

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考验，这迫切需

要我们鼓舞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和勇气，以昂扬的

精神风貌作出新的科学回答。

二、主动回应信仰信念信心教育的热点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与碰撞等挑战，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信仰迷

茫、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为此，

有必要研究和破解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高校

信仰信念信心教育的固本培元、凝心聚力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1. 主动破除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信仰危

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内容广博、严密完整的思想体

系，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

明灯。从理论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与价值

的高度统一，为人类指明了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途

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

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

义的制高点。”从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具体实践相结合，彰显着真理的光芒和不可战胜的

力量，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的前进

方向，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当代国

际共产主义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走过

的风雨路程，取得的卓越成就，真实地彰显了科学社

会主义强大的引导力和时代活力。从历史发展规律

来看，必须拨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重迷雾，自

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2. 积极回答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的信念质

疑。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说到底，不是一种主观

判断，而是一种客观事实。经典红歌《社会主义好》

是 20世纪 50年代新中国最受欢迎的革命歌曲之一，

它凭借质朴的语言，激昂而优美的旋律直接抒发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真情实

意，展现出全国人民对“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的参与热情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当然，

对于如何认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我们党

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个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

程。如何判断一种社会制度好不好？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著名的“鞋子理论”，他指出，“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真正

适合国情，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它最终取决于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的程度如何。

3. 主动回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

不能”的信心疑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生动阐述了中国梦的重要论述，用这一伟大梦想凝

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上铿锵有力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

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

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使命。”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三次“伟大飞跃”精准概括了中

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前进轨迹和历史规律。

三、找准教学支点，讲好信仰信念信心教育故事

“讲好故事，事半功倍。”讲故事的形式既拉近了

与老百姓的距离，也具有很好的说服力，深受群众喜

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明确要求要真实、鲜活、生动地讲好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为实现梦想

而奋斗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故事。他的这些论述，既指明了新时代宣传工作的

重点内容，也道出了高校增强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

基本遵循。

1. 讲好共产党人初心故事，赋予马克思主义信

仰强大人格力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坚强信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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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是抽象的，但是无数共产党人追求崇高信仰、献身

党和人民事业的英雄壮举是具体的、感人的，他们用

忠诚、奉献、牺牲书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故

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因此，讲好共产党人的初

心故事，是对新时代大学生培根铸魂的有效手段。

恪守初心、履行使命，在战争年代意味着流血牺

牲、为民捐躯，在建设时期意味着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焦裕禄曾说过：“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

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恶劣

环境里形成的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核心内涵

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阶

级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面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无

惧困难、爬坡过坎、滚石上山、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

财富。同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贫攻坚的战

场上，奋斗牺牲也是难免的。2019年 6月 17日，“扶

贫之花”黄文秀的生命定格在 30岁。生前，她曾和

同事们约定：面对扶贫攻坚这条“长征路”，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黄文秀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为扶

贫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2. 讲好“四个自信”故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

与文化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共生

共荣的；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喊出来的，是中国人

民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而且在实践中日益彰显出巨

大的生机与活力。讲好“四个自信”故事，是提升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抬头率的有效路径。一是讲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故事。从毛泽东提出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二次结合”

的重大命题，到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

创新的昂扬斗志和为民谋福的初心情怀。二是讲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故事。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昭示我们：方向决定未来，道路决定命运。要想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

定信念。三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故

事。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了我国的

社会动员能力和治理效率，充分彰显了人民“战疫”

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四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故事。历史洪

流滚滚向前，中华民族形成了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了重视集体利益、注

重个体责任的价值追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

民战争中，人不分职业、地不分南北、力不分大小，无

数平凡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生动映照了

新时代集体主义的精神光芒。

3. 讲好青年追梦圆梦故事，引领青春梦与中国

梦同频共振。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青年矢志

追求的梦想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情寄语青年

一代，今天高校学生的人生黄金时期，同“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完全吻合，广大青年既是追梦

者，也是圆梦人；广大青年应该在艰苦奋斗中释放青

春激情、扛起责任担当、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和坚定的爱国之心为民族复兴汇聚力量，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实现青春梦与中国梦的同向

同行，需要凝聚价值共识、强化行动自觉。一要讲清

楚实现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方向

和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

国梦是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也是中国青年

运动的时代主题。习近平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P6）二要讲透彻青春梦与中

国梦同频共振才能弹奏出最美的青春之歌。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希望广大青年用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思想

基础，推动青春梦与中国梦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善

于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青年一代点亮理想的灯、

照亮前行的路，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信仰指引人生道路，信念影响事业成败，信心

决定梦想实现。新时代的大学生要立志做马克思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

者，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者，与时代同行、与

人民共进，携手创造并见证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

大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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