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与法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64 2020 年第 7期 / 总第 259 期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应传承五四运动以来 
青年学生爱国的基本经验* 

 

曲建武  胥佳明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  爱国是五四以来青年学生的主题，是激励中国青年学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精神力量。百年以来青年学生的爱国形成了三条基本的经验，一是爱国要“听党话、跟党走”；

二是爱国要确立“先进的价值观”；三是爱国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新时代大学生只有

很好地传承这些基本的经验，才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

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关键词]  大学生；爱国；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20）07-0064-005 

  

爱国主义始终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

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

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

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

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

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1]
2019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和 2020 年教育部党组下发的《关于教育系统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都明确提出，

要加强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师

生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在到自为，激发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

复兴的磅礴伟力。搞好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个

系统工程，我们特别强调大学生爱国应传承五四运

动以来青年学生爱国的基本经验，这是保证大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 

一、大学生爱国要“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强调：“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

运动的关系，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

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2]

大学生爱国要“听党话、跟党走”，是五四运动以

来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当代大学

生爱国的政治选择、必然追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沉重的灾难之

中。无数仁人志士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结

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应运而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3](P1514)从此中国革命的面

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展现的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同一切反动势力进

行浴血奋战的历史；展现的是同一切艰难险阻进行

艰苦奋斗的历史；展现的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壮丽画卷。在“三座大山”压顶时，中国共

产党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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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独立”作为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

中国共产党把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

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以改

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作为奋斗目标；进

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国梦作为奋斗目

标。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

起，就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在各个历史时期，

党对青年学生的成长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寄托了无限的希

望。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才更加激发了广大青年学

生的爱国热情，最大程度地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爱国

愿望，并使青年学生将强烈的爱国愿望转化为现实

的推动力量。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事件，毛泽东称之具有“彻底地不妥协

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P699)

的性质。五四运动能够起到如此的影响作用，一个

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又进一步推动了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深入，使青年

学生的爱国由“感性”“自在”状态，迅速提升到

“理性”“自为”状态，进而开启了青年学生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的历程。1921 年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地研究了在各地建

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

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党召开一大后，

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大批党员去恢复和加强团

的工作。1922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10 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从此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

统一，成为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

持一致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这是中国青年运动

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样，就使得广大青年最广

泛最紧密地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他们以党的指导

思想为行为指南，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

的中心任务为神圣使命，积极投身到爱国的洪流之

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青年学生“只有跟共产

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5](P256)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肆向华北进犯。

北平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偌大的北平

连个书桌都放不下了。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

“八一宣言”，并深入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

的主张，广大的爱国青年积极响应，由此掀起了伟

大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大大地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

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创办了“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

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

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由

“抗大”毕业的学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

新四军的主要骨干，后来他们有的还担任了新中国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

望实现和平民主，但是，蒋介石政府却要搞“内战”，

实行独裁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昆明青年

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

“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爆发了。“一二·一运

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拉开了

“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

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是广大青年学子

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竖起的第

三座爱国主义的丰碑。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广大

青年学子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当中，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习近平

指出：“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

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

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

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6]“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历史昭示着未来。

大学生爱国，就应当集合在党的旗帜下；爱国，就

应当矢志不渝跟党走。 

二、大学生爱国要确立“先进的价值观”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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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5349139-5584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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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7]可

见，有了“信仰、信念、信心”，就有了前进的动

力、前进的方向。而“信仰、信念、信心”是建立

在“先进的价值观”基础上的。爱国，必须确立“先

进的价值观”，这也是被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的

爱国实践所证明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

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

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和发起了新文化运

动，对落后的封建主义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与这种“先进的价值观”的

引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又

促使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更认真深刻地了解认识

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价值观”，体悟到了“先

进的价值观”所迸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毛泽东说：

“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

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8](P39)中国共产党一成

立，便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

想，可以说这亦是早期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从

爱国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由此用“先进的

价值观”培养青年成为党教育引领青年学生爱国的

重要任务；用“先进的价值观”武装头脑成为优秀

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李大

钊在敌人的铡刀面前，相信的是“将来的寰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夏明翰走向刑场时，呐喊的是“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种崇高的“信仰、信

念、信心”，无疑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对

“先进的价值观”的忠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

议选择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纪念日召开，

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组织。我们说“一二·九”“一二·一”

学生爱国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首先就在

于党用“先进的价值观”引领青年学生，在他们中

间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延安时期，我们党为适

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

学、中华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等学校，这些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就是“党史”“中

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近代史”等，

对学员系统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学员

的政治信仰，激励学员的爱国热情。中央领导人包

括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都分别给学员们上过党

史课。毛泽东风趣地说，抗大“过着石器时代的生

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

义”。[9](P319)习仲勋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开

学典礼告诫师生们：“没有思想改造，任何技术都

不能掌握，不能为人民服务。”[10]这些接受过系统

而全面“先进的价值观”学习的学员，将“先进的

价值观”作为行动的指南，他们回到各阵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思想，广泛地播撒革命的火

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新中国刚

成立，党和政府就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要求高

等学校陆续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

“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等课程，使马列主义教育进

入高等学校，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先进的价值观”

支撑。正因为如此，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身

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青年学生确立

“先进的价值观”作为大事来抓。在与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时习近平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当代大学生

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距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使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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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

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他强

调指出：“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斗之中。”[11]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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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

当代大学生只有以“先进的价值观”为思想武器，

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更加坚定为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

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把满腔

的爱国热情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三、爱国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习近平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道不可

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

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

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6]习近平勉励广大青年“到

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

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为青年运动所指明的

方向就是和工农相结合，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

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

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4](P566)在马

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

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青年知识分子只

有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会获得人民群众

的支持，才会形成强大的力量。100 年来，中国青

年知识分子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

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

斗、为祖国献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

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的救

亡图存斗争由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斗争如燎

原之火迅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就这样，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界限，成

为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也正是在这种强大力

量的“威慑”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

字仪式。五四运动使爱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民

群众有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

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青年知识

分子的爱国只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会形成排山

倒海之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把工人

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党的一切运

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

离不开群众的”。[12](P162)由此，中国优秀青年知识分

子的爱国走上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道

路。除了五四运动之外，在中国近代社会，还有两

次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上面提到，一次是“一

二·九”运动；一次是“一二·一”运动。前者正

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

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

的历史意义”；[5](P253)后者如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

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赞扬的：“青年是争取

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

二·九’”，[13]成为国统区内民主运动的标志。这两

次爱国学生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

动统治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归根结底还是得到

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二·九”运动发生

时，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

《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

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行动起来；上海市总工会通

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

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

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一

二·一”运动发生时，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

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

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

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中国民主同盟、三民

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

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重庆、

成都、上海、遵义等城市都兴起群众性的声援活动。

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办的大学，更堪称青年知

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典范。延安时期的大

学，坚持贯彻学以致用、理论和实际密切联系的原

则，坚持“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

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的教育方

针，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探索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道路。学员们积极投身

大生产运动；深入群众中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关

心他们的生活；有些学员住宿的窑洞都是自己挖

的；特别是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毕业便奔向战场。毛

泽东亲临“抗大”为第二期学员奔赴抗日战争的各

条战线送行，并在毕业证书上题词，要求毕业学员

https://baike.so.com/doc/4944442-51654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95261-3158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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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

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14](P71)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广大的青年学生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同命运，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

完成，无不凝结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和人

民中去建功立业”的爱国情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主题，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新时代大

学生运动的主题，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人民一道，

自觉为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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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青年

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

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

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1]回望百

年来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实践，当代大学生理应到

人民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展才华，这是践

行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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