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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它不仅是对过往奋
斗历程的深刻铭记，更以动态开放的姿态，持续吸收时代精华，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党和人民攻坚克
难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这些精神如同甘霖，滋养着他们的心灵，成为提升精神素养、塑造正确价
值观的源泉与营养。它们不仅是大学生砥砺前行的灯塔，也是践行党的精神的实践指南。因此，深入探究精神谱系
的价值内涵，开辟其实践应用的新路径，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极为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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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体而言，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指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
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以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代表人物命
名，由一个个具体精神样本连串而成、呈现出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演进姿态的动态开放之精神集成。当前恰逢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期，大学生新青年作为社会主
义接班人，应与新时代同向而行，积极主动地承担破局之重
任。为此，高校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更要积极
引导广大青年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汲取宝贵精
神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涵育新时代大学
生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新时代大学生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忠实践行者。综上所述，对于一线高
校教育工作者而言，如何充分厘清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
育大学生的价值意蕴、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育
大学生的实践通路成了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伟大内涵与精神密码的多向
度解读

（一）历史向度：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与党的百年奋
斗史

第一，根植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参天之木，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萌发的历
史根基与精神源泉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系统建构提供了无
比丰富的精神养料。因此，追本溯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凝结了中华文明精华的历史结晶，凸显了民族优秀文化的
历史基因，传承并弘扬了薪火相传的伟大民族精神。

第二，根植于党的百年奋斗发展史。精神的历史，既发
端于又表征着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终形
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发展历程，其丰富的精神样态分
别对应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及阶段特征，并揭示了其
所遵循的内在历史逻辑。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等不同时期有着
不同的历史表征。

（二）现实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指引
第一，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形塑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肇始于党的初心使命，在丰富的
实践探索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指引。当
前，基于“十四五”规划与２０３５远景目标的现实语境，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于新时期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有了更加
具体的时代价值。特别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对其重大意义、概
念特征、本质要求等进行了完整论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这
一现实命题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映射出丰富的实践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承载的精神特质与精神样态映射
出无数共产党人过往丰富多样的实践成果，其触角涉及了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国家发展的各个关键领域以及具体的
关键行业，最终高度凝结成一批冠以重要事件、重要地点、优
秀模范榜样等名义的精神谱系。

（三）理论向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为共产党人树立了远大理想。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历久弥新的理论基石。

（四）世界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继承

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也充分汲取借鉴了全人类文明优秀
成果，包容兼蓄、博采众长；另一方面，立足于重塑全球治理
格局的时代语境，在论述并解决一系列“世界之问”“时代之
问”的过程中，涌现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其背后所折射出
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宝贵精神源泉。正如，在众
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所形成的“抗疫精神”、在齐心协
力脱贫攻坚过程中所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在高质量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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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丝路精神”等，都成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

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育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意蕴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不同的，经历了多个历史时
期的演变，不断丰富完善其自身内涵，以适应对应的时代任
务，但始终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源头历久弥新、与时俱进。
而对于涵育新时代大学生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着
一致的核心内涵和价值意蕴。

（一）核心内涵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涵育新时代大学生两者是同

向而行、同频共振的关系，特别是在塑造新时代青年的价值
观、爱国观、责任观、道德观等核心内涵上具有内在关联性和
契合性，具体体现在价值导向的一致性、目标导向的一致性
和任务导向的一致性。

首先，在价值导向上，厚植浩然正气。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引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这
与涵育新时代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因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感召
力，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绘就而成一个个珍
贵的革命印记，不断迸发出巨大人格力量，成了涵育新时代
大学生价值观的不竭精神源泉。面对波云诡谲的复杂形势
和甚嚣尘上的错误思潮，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于
厚植广大新时代青年的浩然正气，树立正确的人生航向，自
觉抵御各类错误思潮的渗透。

其次，在目标导向上，凸显巨大勇气。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与涵育新
时代大学生的目标相一致。面对历史长周期中的各种艰难
险阻，中国共产党秉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
量屡屡创造了不可战胜的奇迹，这不仅被深深镌刻在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也成了涵育新时代大学生爱国观与责
任观的宝贵武器。当前，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于厚植
广大新时代青年的果敢勇气和昂扬锐气，锻造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过硬的本领能力，激发天下为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复兴
的责任担当。

最后，在任务导向上，激扬凛然志气。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构筑坚实的道德根基，这与涵育新时代大学生的根本
任务相呼应。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集中擘画了共产党人的斗争之志、风骨之气、信仰之力与谋
略之识，更是淬炼了无数生动鲜活的道德榜样，自然而然地
成了涵育新时代大学生道德观的天然养料。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一场持之以恒的接力赛，新时代大学生既是新生
力量，更是决胜未来的主力军，唯有胸怀凛然志气，方能克服
重重困难挑战。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于培塑广
大新时代青年的复兴之志，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培育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增强社会主义底色。

（二）价值意蕴的多向度
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涵育

工作，不仅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践内涵，同时
也为涵育新时代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思想
抓手，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两者在价值意蕴上的多元向度，
具体体现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向度上。

首先，在个人向度上，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
于培育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集中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所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以及梦想精神。
对于新时代的青年而言，这些精神更是成了提升青年精神素
养的重要源泉和天然营养剂。因此，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有机地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涵育工作，有利于培养一批有理

想、有担当、有本领的新时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其次，在社会向度上，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

于增强的社会底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重要宝藏。
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地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的涵育
工作中，以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为核心纽带和关键力量，传承
和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营造良好
向上的社会风尚与价值导向，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关键之举。

最后，在国家向度上，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当前，正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大学生的涵育工作
紧密关联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与希望。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是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的宝贵思想武器，将其有机
地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涵育工作，就是把英雄人物的风骨、气
节、操守、胆魄等都统统内嵌于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之中，从而更好地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
志，树立新时代大学生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坚定理想信念，做
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建设者与捍卫者。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实践通路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涵育新时代大学生实际上是

一体两面的关系。因此，要想打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
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实践通路，就必须要充分遵循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与新时代大学生涵育工作的本质内涵与内在规
律，着力构建集“涵育主体—涵育场域—涵育手段”三位一体
的融入格局，最终形成“他育与自育相统一”“显性涵育与隐
性涵育相统一”“现实与虚拟相统一”协同实践的多元路径。
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思想指引，紧紧围绕新时代大学
生涵育工作的价值主旨，强固育人的政治底色，提高育人的
工作质量。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育新时代大
学生的实践通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涵育对
象（ＷＨＯ）：即回答并解决“谁来涵育与涵育谁”的问题；第
二，涵育场域（ＷＨＥＲＥ）＋涵育时间（ＷＨＥＮ）：即回答并解决
“何地涵育与何时涵育”的问题；第三，涵育内容（ＷＨＡＴ）＋涵
育手段（ＨＯＷ）：即回答并解决“涵育什么与如何涵育”的问题。

（一）畅通全成员合作的涵育机制：强化涵育主体与涵育
客体的互动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的第
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来涵育（ＷＨＯ）”。一方面，在新时代大
学生涵育工作中，不同的涵育主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涵
育者既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前者是在立德树人过程
中发挥主体作用，后者则是在朋辈教育过程中发挥主体作
用，即同时存在着“教师（涵育者）—学生（被涵育者）”和“学
生（涵育者）—学生（被涵育者）”两种涵育主体组合，故而有
必要进一步讨论不同涵育主体组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时代大学
生涵育工作中，师生不同群体的身份属性之间也存在着显著
差异。例如，教师群体中的身份属性包括了“专业课教师”
“行政教辅教师”“高校管理者”等，学生群体中的身份属性包
括了“共青团员”“学生党员”／“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少数
民族学生”／“低年级本科生”“高年级研究生”等不同群组，故
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师生身份属性异质性对于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的影响。因此，要想落实好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需要全面
总结教师、学生等不同涵育对象的群体特征，探索构建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他育”“自育”有机融入的涵育体系，
增强涵育主体与涵育客体的互动交流，充分发挥教师涵育者
的主体作用，激发调动学生涵育者的能动作用，创建他育与
自育相统一的协同路径。

首先，要充分发挥教师涵育者的主体作用和引领作用，
强化“他育”的质量。在高校内，教师理所应当是涵育大学生
的第一责任人，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这一根本任务，充分

５１１

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下）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６（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８）
Ｍａｒ．（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认识到自身在涵育大学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承担的核
心任务。具体而言：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指引，基于
高校教师的不同身份属性与职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涵育大学
生工作。第一，对于高校专业课教师而言，充分利用好课堂
教学、课后辅导、学生活动等渠道，因时因势地将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融入其中；第二，对于高校行政教师而言，要积极
践行服务育人与管理育人的工作理念，在对学生服务与管理
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价值指引；第三，对于
高校管理者而言，要高屋建瓴地做好相应的顶层设计与规
划，以院校实际情况与学生特点为基础，为大学生涵育工作
提供必不可少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员保障以及活动保
障等。

其次，要激发调动学生涵育者的能动作用和榜样作用，
提高“自育”的效果。以先进学生榜样为涵育支点，逐步构建
朋辈教育长效机制，突出榜样力量的示范作用。同时，依据
学生的不同属性特点划分对应人群，结合群体特征有针对性
地开展涵育工作。具体而言：第一，基于政治面貌不同，以团
员、党员为圆心，积极开展团员教育活动与党员教育活动，并
通过优秀团员与优秀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带动普通同
学；第二，基于学历层次不同，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结构、认
知水平等差异，开展差异化的涵育活动；第三，基于身份属性
不同，重点关注“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
群体的思想动态与价值倾向。

（二）打造全场域覆盖的涵育平台：衔接理论教学与社会
实践的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的第
二个关键问题是解决“何地涵育（ＷＨＥＲＥ）”与“何时涵育
（ＷＨＥＮ）”。因此，要想落实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
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需要综合运用“第一课堂”＋“第二课
堂”的涵育场域，探索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第一
课堂”“第二课堂”有机融入的涵育体系，创建显性涵育与隐
性涵育相统一的协同路径。

首先，注重内外兼修，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的主阵地作
用，活跃延伸“第二课堂”的蓄水池作用。具体而言：第一，牢
牢把握课堂这一校园涵育的首要场所与重要空间。潜移默
化地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植入到每一间教室、每一个课
堂、每一门课程之中，最大限度利用好课堂进行涵育工作；第
二，积极打造集学生活动、社会实践等于一体的课外涵育矩
阵。拓展第二课堂的涵育形式、涵育内容与涵育质量，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隐性涵育的有机融合。

其次，强调互动融合，有效畅通“课程思政”“思政课程”
与“社会大课堂”的衔接渠道。充分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以“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为重要抓手有机融入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践行“大思政课”的教育观念，协
同发力强化思政课程对大学生的涵育功能。具体而言：第
一，在涵育效能上，统筹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双
向融合与互动，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课程思政”
“思政课程”的融合契合点，重点打造一批融合程度高、涵育
效果好、复制难度低的“课程思政”“思政课程”示范性项目，
更好地发挥两者在涵育大学生上的协同效能；第二，在涵育
形式上，积极促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双向衔接
与建设，拓展更加广阔的涵育工作辐射范围，发掘更加多元
的涵育工作资源渠道，推动形成“家—校—社区—Ｘ”多方联
动、立体综合的涵育大课堂。

（三）构筑全链路联动的涵育网络：凝聚主干动脉与毛细
血管的合力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的第
三个关键问题是解决“涵育什么（ＷＨＡＴ）”与“如何涵育
（ＨＯＷ）”。精神文化产品需要扎根在客观物质载体中才能
焕发无限生机，文化传播的效果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

先进技术的支持。因此，要想落实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有机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需要深度融合与之对应的物质载
体与文化印记，破除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壁垒，构
筑全链路联动的综合涵育网络。

首先，万丈高楼平地起，强健涵育工作的主干动脉，要切
实增强线下传统涵育工作的组织力和生命力。坚强有力的
组织阵地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涵育大学生的有力
抓手和重要基石。对于线下的传统涵育工作，重点是要解决
好“内在驱动”与“外在载体”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在涵育驱动上，以生为本，要始终坚持以纪律严明的学
生党团组织为关键涵育阵地。基于学生组织、立足学生立
场、透过学生活动，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涵育工作体系，不断
强化学生党团组织的引领力和号召力，引导新时代大学生能
够“自觉”“自愿”“自主”“自律”地汲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所提供的精神养分；第二，在涵育载体上，以史为鉴，要充
分挖掘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核心的物质载体与文化
印记。主动借助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因地制宜、
因时而动地组织开展各类高质量的涵育活动，将抽象化的精
神谱系以具象化、可视化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在大学生眼前，
让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更加可感、可触、可见，充
分迸发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旺盛的时代生命力与鲜活
的精神感召力。

其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织密涵育工作的毛细血管，要
努力扩大线上新型涵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数字
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利用技术工具对育人工作高效赋
能，是数字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基于此，
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大学生涵育工作也势必要
与时俱进，契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具体而言：第一，在涵育
理念上，涵育工作者要破除固有认知束缚，主动求变求新，不
断提升自身的数字媒体素养；第二，在涵育手段上，要积极构
筑数字化的立体涵育矩阵，综合运用官网、官微、官博等线上
渠道，生成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网格
化矩阵，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网络空间中的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拓展“线下＋线上”的涵育手段，增
强线下红色资源的辐射能力，提高线上党史教育的育人质
量，探索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线下涵育”“线上
涵育”有机融入的涵育体系；第三，在涵育内容上，强调优质
内容的输出与转化，营造现象级热点议题，激活大学生对于
相关议题的认同感、互动性、分享欲，潜移默化地促使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涵育工作。

四、结语
“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当前恰逢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期，大学生新青年更应与新
时代同向而行，积极主动地承担破局之重任。“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优秀精神的集合体，是涵育
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武器，大学应该积极主动地
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与此同时，各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
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大学生之间重要的
联络者。为此，高校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积极探
索如何有效利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育新时代大学生
的实践路径，让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１］刘笑，鲁燕，张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维度把握与路径探析［Ｊ］．教育教
学论坛，２０２２（２５）：１０８－１１１．

［２］邓凌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机理、价值功
能与赓续传承［Ｊ］．理论探索，２０２２（４）：３６－４２．

（下转第１２５页）
６１１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四）发挥影视资源的作用，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影响学生，

促进学生对党史知识的接受与吸收。近年来我国文艺工作
者创作了一批优秀党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各个年龄段包括
青少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引导受教
育者正确认识党史事件，把握党史主题主线，还有助于吸引
青少年讨论、研究党史，激发他们学习党史的兴趣。在发挥
影视资源作用的同时，我们建议：第一，教师要精心挑选学生
喜闻乐见的党史类影视资源，进行影视资源的分类介绍汇
总，形成影视资源推荐单；第二，学校应投入一定的财力、人
力、物力建立红色小剧场，利用课余时间免费定期播放红色
经典影视剧；第三，教师可在课堂上以影视片段作为课堂导
入，加强思政课与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的联结，以激活学生学
习党史的活力，从而使党史教育真正对学生产生作用。

参考文献：
［１］肖圣龙，李力，邱志海．当代大学生党史教育现状调

查及其分析［Ｊ］．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０（５）：
１２２－１２６．

［２］赵文．大学生党史学习情况的调查与分析［Ｊ］．青年
探索，２０１４（３）：７７－８１．

［３］张志伟．当前加强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几点思考［Ｊ］．
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５（７）：７６－７９．

［４］高飞，孟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坚定大学生“四个
自信”［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３，４３（３３）：４６－４９．

［５］尹莉．高职思政课融入中共党史知识教学的探
索———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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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１１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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