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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船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指引作用 

张家辉  王璇婷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6000 ） 

 

摘要：溯源党史，“红船精神”作为开端，见证着党一路的负芒披苇、筚路蓝缕。在新时代的历程下，“红船精神”依然不

可或缺，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培养历史认知，指引大学生未来方向，是我们应行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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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红船精神”作为红色

文化的显著代表，在革命时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信念，在建

党百年之时是当代大学生的方向标。自习近平总书记“红船

精神”内涵的提出，如何能够切实有效正确地将其为大学生

提供理想信念的方向指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红船精神”的内涵 

2005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

章，将“红船精神”的内涵界定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

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此内涵一经提出便被广大民众所认

同，多位学者也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加以延展，为“红船精

神”注入新的灵魂。 

在核心内涵方面，2019 年《习近平关于“红船精神”

重要论述研究》讲述了“红船精神”的背景与来源，体现了

中国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红色精神的敬畏与继承。在时

代内涵方面，《红船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

中明确了“红船精神”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进一步回

答了中国共产党“从何来、因何来、向何去”的历史命题。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实考量》论述了“红船精神”与高校政治教育融

合的时代价值与实现途径。 

综上所述，将“红船精神”内涵赋予时代特征，正是大

学生有效传承红船精神有效途径。 

二、“红船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指引作用的现状 

“无论是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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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需要使“红船精

神”所蕴藏的力量内化于心，给予当代大学生思想方面的正

确引导，下面是关于“红船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指引作用现

状的分析。 

（一）“红船精神”的教育活动重视程度不高 

部分高校在“红船精神”教育活动中缺乏重视性。对于

教师，在课程中涉及“红船精神”的教学时只是让学生通读

完成，导致学生兴趣较低；对于学生，只是了解“红船精神”

这个名词，并不了解具体史实，更遑论史实背后蕴藏的精神

内涵和意义。 

（二）“红船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融合不够深入 

不仅仅在课堂上关于“红船精神”的讲解较为静态，在

校园文化建设的方面关于“红船精神”的部分也较为单一。

各高校虽然重视红船精神在校园中的传播，但实际效果不

佳。 

（三）“红船精神”的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 

大部分高校倾向于理论讲授，单一且缺乏创新度，不具

有系统性与实践性，没有系统帮助学生梳理“红船精神”的

时间线，进行连续性的解读，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浮光掠

影，从而不能达到预期目标。 

三、“红船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路径 

“红船”不断前行，劈波斩浪，是中国共产党的不竭财

富。面对上述问题，更要逐一解决，将“红船精神”切实融

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 

（一）提高“红船精神”的重视程度 

“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

家使命和社会责任”2 习总书记的话更是强调了作为教师需

要提高“红船精神”的重视度，有侧重地将其融入到课程中

进行爱国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可以将着重讲述“红船精

神”中的奉献精神，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加深对“红船

精神”的理解；《中国近代史纲要》需要将“红船精神”与

党史相结合，梳理重大历史事件与“红船精神”之间的关

系，用“红船精神”武装头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

以通过鲜活的例子阐述“红船精神”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红船精神”与

毛泽东思想相联系，赋予时代价值。同时开展“红船精神”

社会实践课程，举办“奋斗百年、勇往直前——建党百年故

事创意展示大赛”，变换“红船精神”的叙事方式，进一步

发挥其指引作用。 

（二）将“红船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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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的生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对大学生

的成长进步具有春风化雨的作用。我们应当将“红船精神”

融入校园文化的建设当中，对大学生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 

首先以学生党支部，班级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红船精

神”的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充分形成了“红色文化

思潮”。如以“红船精神发展史”为文本素材，开展“探寻

红色基因，致敬百年政党”的精品主题团日活动，通过配音

秀、歌曲、话剧等形式，加工红船精神，改变传播形式；如

建设合理的积极分子青马班的培训课程体系，组织参加“红

色精神”的专题讲座，通过学习强国平台自学读书，号召学

生参与“追忆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实践活动，布置

“我为群众做件事”的实践作业，提升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

主动性；举办“学党史，祭英烈，明初心，践使命”的主题

实践活动，通过现场解说和实物讲解，在动态活动中熏陶学

生，更加深入理解“红船精神”的精神内核；举办《青春逢

盛世，奋斗正当时》主题宣讲活动，号召学生在“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创新奋斗，矢志报国。 

（三）充分挖掘“红船精神”资源利用率 

习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

感和吸引力。”4 可见通过网络平台传递红船精神的可行性，

为搭建起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体的桥梁，把网络空间打造成”

红船精神“主要阵地，我们采取了以下做法。 

首先，积极关注政府关于“红船精神”的相关政策，在

思想上与党的主张相统一。其次，充分发挥学校教书育人的

作用，将“红船精神”运用学生感兴趣的方法传播。我们注

意到“红船精神”是否能够深入大学生的心灵深处，与学校

能否能够运用好“网络”这一资源，建设新的思想阵地息息

相关。我们通过新媒体提高“红船精神”的吸引力，如通过

“长理文学”公众号举办《百年求索，党海红舟》党史答题

线上竞赛，提高大学生的参与感，通过学习“红船精神”，

增加党史知识储备，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公众

号传达具有奋斗精神、“同心同行，战疫有我”的优秀志愿

者，筑牢疫情防控的青春战线，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奉献精神。 

四、结语 

“红船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今天依然

可以切实解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无根性问题。对于“红

船精神”我们不仅要弘扬，也要自觉树立传承意识，为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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