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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革命精神作为党带领人民走向革命胜利、建设胜利和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

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革命精神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启迪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

资源。当代青年群体对革命精神的总体认同度较高，但是在大学校园中，中国红色革命精神传播仍呈现

出一些细节化问题，如精神观念与实践实际的结合效果欠佳、创新灌输与引导方式不足等，当前提高大

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亟待从提高学生个人思想、优化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果与净化社会育人环境三方面

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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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force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to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the 
victory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victory of reform,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has had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 is high, but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red revolutionary spirit still presents some detailed problem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spiritual concept and practice is not good, innovation indoctrination and guidance 
methods are insufficient, etc., the current impr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u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rgently need to improve students’ personal thought,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model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purify the so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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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历练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特殊的思想品

格以及实践行为的统一，同时中国革命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

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缔造新中国的

思想支撑，也应成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对于广大青

年大学生来说，中国革命精神应是根植于心中的信念，对于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更是坚定这种深刻的

理想信念，它指导着我们在追求个人理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了了解大

学生对革命精神的了解及认同现状，以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对中国革命精神认同感的

调查。  

2. 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的现状 

2.1.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认知认同情况 

开展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首要需要了解的是当下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知状况。通过对问卷调查结

果的分析，初步探究中获取以下信息：当询问学生“您对红色历史感兴趣吗?”问题上，表示对红色革命

精神历史非常有兴趣的学生为 27%，比列约为调查样本的五分之一，60%的大学生表示有一点兴趣，表

示没感觉的学生比例占比 13%。当问及“您觉得红色精神与你的生活是否相关?”时，认为有很大关系占

比 65%，认为关系不大占到调查总数的 33%，认为没有关系的占比只有 2%。当问及“您认为当代大学

生有必要学习红色革命精神吗?”时，6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应该大力提倡，有 31.5%认为有必要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只有 2.5%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在问及“您觉得自己的红色革命精神观念是否淡薄?”
问题上，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承认自己观念淡薄，三分之一的学生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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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在基础性的认知层面上对革命精神呈大体认同趋势，诸如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认

为对红色历史有兴趣，且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也有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学习红色革命精

神非常有必要。与此同时，虽然大体呈认同趋势，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自己革命精神观念淡薄，

三分之一的同学认为红色精神与自我的生活关系不大，且认为学习红色革命精神有必要但是没有那么重

要。 

2.2.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教育认同现状 

革命精神教育认同状况需要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主客体之间来把握，问及“您所接受的红色革

命精神教育主要有哪些形式?”这一问题，其中最多的是集体组织学习这一选项，最低的是参观革命遗址，

五个选项从高到低依次是：集体组织学习、教科书、网络电视等媒体、展板报纸等实物与参观革命遗址。

从授课形式来看，开展集体学习与教科书占据了教育者最主要的教学手段。而从受教育者意愿来看，问

及“您觉得什么方式可以增加对革命精神的认同?”回答率最高的恰恰是教育主要形式的最低选项，即参

观革命遗址，在所答人次中占比 87%，其他方式依次是开展革命精神交流会、布置相关任务实践、进行

校园公开课讲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所接受的主要教育形式与期望方式的极值相对应，这充分说明

当下大学生革命精神讲授课程以校园教学主、以教科书讲授为主要形式，大学生接受红色革命精神教育

存在被动学习现象，但是大学生又希望能够开展广泛的行为实践活动如参观革命遗址来来进行革命精神

学习，在这一极值反差之下，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2.3.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实践行为认同情况 

革命精神实践行为认同是指以大学生群体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从切实行动上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接受和践行，革命精神的行为认同过程从本质上讲，需要大学生自觉自发的对于革命精神拥护认

可并积极在行为上参与其中，这是实践行为的具体体现。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您平时会去革命遗址

参观吗?”这个问题上，72%的学生表示偶尔会去革命遗址参观，10.5%的学生表示经常会去革命遗址参

观，17.5%表示不会去革命遗址参观。当问及“您参观红色革命遗址的原因是?”时，83%的学生表示是

学校或团体组织的活动，因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为原因的比例人数达到 73%，51%的学生表示是为了敬仰

革命烈士，也有 48.5%的学生表示是为了完成某项布置的任务去实地考察。由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大学

生平时经常去革命遗址参观的比例最小，而参观革命遗址的原因大比例多是被动的实践任务或活动，或

者是旅游景点的游玩因素，真正由心底敬仰红色精神与烈士而主动参观革命遗址的比例极少。因此，从

实践行为认同的角度看，大学生多数人在行为层面上，对革命精神缺乏主动的实践，而且大学生缺乏主

动接受革命精神教育的意愿，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学校或团体组织的集体活动、任务性活动。 

2.4.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价值认同状况 

在受访者中，有 66.5%的受访者认为革命精神在当代意义比较大，从大学生对于弘扬红色革命精神

所带来的价值效应来看，高达 92%的受访者都认为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有极高比例受访者认为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增强民族凝聚力，这部分观点

占到 85%；当问及“您觉得现在对革命精神态度怎么样”时，有 73%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同学们不是很看

重，看重革命精神的比例占到五分之一。虽然大部分同学都认为现在的同学们不看重革命精神教育是一

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受访者中，看好红色革命精神源源不灭的比例高达 81.5%，而且有 85%的受访者

认为学校应该投入资金进行红色革命精神教育，这也恰恰说明，革命精神在同学们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这表明大学生对其革命精神价值的肯定。总体来说，大部分学生对革命精神价值持认同态度，但在现实

中由于各种社会和自身原因的影响，导致仍有一小部分比例的学生对革命精神的价值缺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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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面临困境原因 

通过对北京林业大学部分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认知与价值层面上对革命精神有较

为理性的认同，但在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之教育形式的单一化，导致相当大比例的学生

认识到自我对于革命精神的态度不够重视，对革命精神缺乏主动的实践层面上的认同，呈现出大体认同

度高，但行动参与率低的局面。当下社会大学生的革命精神认同感是面临一些困难的，而影响大学生对

革命精神缺乏认同的原因很多，根据调查与访谈分析，其存在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大学生自我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中，视野已经变得极为开放，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创新。首先，在

个体差异的客观条件下，大学生群体追求个性化发展成为当下学生发展的重要维度，他们对社会态势的

发展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新鲜事物，并且以自我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在思想和行为上可

能会和学校的教育系统管理模式产生一些概念差异，这些因素可能会使他们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和行为

感受，排斥和抵制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影响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识。 
另外，外部环境的冲击对于学生自身能否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与纯洁性也是大学生自我因素的重

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之外的文化网络互联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也对当代大学生红色革

命精神的认同感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要强调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出所带来的负面消极的价值观

念都对我国大学生思想能力行为能力的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在这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中如何能够保持

自身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信息甄别的能力，是当下大学生自身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考虑到学生个体差

异的复杂因素，大学生自身对于革命精神认同的态度与当下社会中夹杂的多元化价值取向，都是影响大

学生自身对于革命精神文化认同的原因。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方面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青年学生启迪培养以及理

想信念铸魂育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同时，在当下思想政治课程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教育理

念与育人模式探索的改革创新。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缺乏认同的原因之一。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面，通过与个别学生的访谈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对关于革

命精神教育的思想政治课程不感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接受革命精神教育处于被动灌输地位，而教

育者在课程创新运用上，课程形式的丰富程度欠佳，大学生在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除了平日接受体

制教育外，更多的是接触网络，由于网络的便利与发达，人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量巨大且内容繁杂，

且更具娱乐性，让大学生容易接受，相较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单一，教师教学模式大部分围绕教科

书与 ppt 教学，其内容实质没有任何问题，突出短板表现在创新性和吸引力上，使这是影响大学生对革

命精神的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实践课程辅助教学，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市区及其

周边可以说具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教育资源，但是目前来看，大部分高校可能由于受到经费不足因素的制

约，加之在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实践教学遇到的问题，高校提供给大学生接受红色革命精神实践教育的

机会有限，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学生既可以通过教学激发亲身实践、

感悟革命精神的意愿，同时产生共鸣，更好的理解革命精神以及践行革命精神。 
最后，在校园文化建设层面，宣传革命精神的方式、力度、效果都还面临一些问题。根据调查与访

谈得知，北京林业大学当前校园红色文化活动开展内容并不丰富，校园展板窗口与教授讲座、征文比赛

成为革命精神教育最主要的两大宣传阵地，展板窗口的宣传倒是可以定期出现革命精神有关的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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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革命精神教育的方式又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宣传和组织实施手段过于单一的现象，诸如教授讲座与征

文比赛信息匮乏，很多受访者表示对于此类信息没有具体且持续的获取途径，加之学校的其他宣传也没

有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推广形式，活动形式枯燥乏味，学生的活动成效也大打折扣，这就使得活动仅仅

流于形式，但是课程教学不是“走过场”，一旦流于形式，从根本上就失去了校园文化所承载的育人功

能和效果，从而影响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感。 

3.3. 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多元文化中掺杂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

这些都影响并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首先，当前的社会环境复杂，物欲横流与庸俗化功利化对传统的社

会道德思想产生影响，诸如一些腐败、贪婪、“炫富”等不良风气和一些负面信息极易扭曲大学生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间接影响大学生对艰苦奋斗的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其次，部分网络媒体利用

信息交互便利的环境，却不能如实的报道。有些网站为增加点击率，博人眼球，传播一些负面消极的信

息甚至夸大报道内容，完全不顾会对受众者尤其是青年少年群体造成如何恶劣的影响；一些电视媒体的

节目过分的商业化、娱乐化而达到追求广告利益和高收视率的目的，但这样的手段只会导致文化环境低

俗化现象出现，突出表现问题就是低俗、庸俗信息，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良价值取向是严重背

离的。大学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久而久之，个人的思想和理想信念难免会被影响或者被侵蚀，

导致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的曲解和抵触，从而影响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的认同。 

4. 提高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的途径 

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不仅需要唤醒大学生对革命精神认知层面的认同，而且要切实在行为层面

践行红色革命精神，这需要大学生自身、高校和社会形成三方面的合力。因此，加强大学生对革命精神

认同须从以下途径入手。 

4.1. 大学生自身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素质涵养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7 月 2 日，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广大青年要坚定

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2]。处于这一时代的青年，肩

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这需要我们始终秉持中国革命精神，无论是强调“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还是“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无论是“不怕艰难险恶”的长

征精神，还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都是扎根于我们心底的精神动力。如

何把个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结合，如何在服务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这就要求青年一代要全面地认识并且不断完善自己。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如今，文化的多元性正冲击着我们对红色革命精神认同的影响，

为了使这种精神能够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们更加需要努力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看待、解释、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矛盾，在文化相互碰撞的今天，要坚守住这一源自于我国红

色历史的革命精神，避免期遭受文化冲击而逐渐消退磨灭。我国的红色革命精神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内

涵的，因此，当代大学生需要深入理论学习，深刻认识红色革命精神的本质及其深刻含义，充分发扬红

色革命精神的价值，并结合实际行动来提高自身素质。 
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涵养。大学生应该主动的自觉地接受红色革命精神教育，通过接受

真实的积极健康的红色光荣历史，通过感受革命精神教育的巨大价值，从这些红色革命历史中所蕴含的

精神价值里，将光荣的红色革命精神内化于心。不断的提高自我思想境界，与此同时，在生活实践中，

自觉抵制负面信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与挑战应该不焦躁不气馁，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应对，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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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集体观念，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之下培养大局观。外化于行，主动接受红色革命

精神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与传承革命精神[3]，这是在情感上和行为上增强对革命精神的认同。 

4.2. 努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思政课程时指出，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无数投身

伟大革命的奉献者和奋斗者铸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如何挖掘好故事、

选取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启迪学生感悟中国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重要任务。高校作为当代社会文化教育的代表，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源头”，若

要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就必须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 
首先，关于加强思想政治课程实践教学层面，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增强大学生对

革命精神的认同，长期依靠单一的教科书授课形式，是被动灌输的方法，这就难以引发学生对于理论的

共鸣。学校可以以思想政治课程实践教学为切入点，积极的与各大高校共同构建教育平台，与相关的革

命精神教育基地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革命精神教育基地。与此同时，高校也应

该通过网络媒体线上平台，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渠道，并纳入学年考核标准。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

个人兴趣，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红色革命精神知识进行了解；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对红色革命精神欠缺

的学生提供学习渠道，并以学年考核约束，合理引导好大学生红色革命精神教育的展开。学生普遍认为

学校应该加大对于红色革命精神教育的资金支持，高校应该确保思想政治专项实践经费充足，加大对思

想政治实践教学经费投入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

能够亲身参与其中，感受革命精神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时代价值。 
其次，营造良好校园风向，做好校园宣传工作，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文化观[5]。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报刊等传播渠道加强革命精神教育的宣传，学生征文评选，

以及主题班会形式，创新学生参与形式，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革命精神，以积极向上的文化氛

围来牢牢掌控校园文化建设主阵地。诸如有效地结合重大主题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通过革命精神

纪念活动、展览会、知识竞赛、演讲与征文比赛、先进事迹报告会、革命英雄事迹讲座等活动，引导学

生学习红色革命精神，发扬红色革命精神，践行红色革命精神，让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让校园红色

文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让学生更为认同中国革命精神。 

4.3. 努力构建和谐健康积极的社会环境 

事物生存和发展总是要受到一定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良好的社会育人环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所

赋予的积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国公民群体而言，每个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一是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为构建和谐健康积极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二要排斥负面消极的信息，自觉抵制扭曲红色革命精神的言论。三要不断深入学习红色革命精神，为

传承好这一精神做好扎实的知识储备。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强网络监管力度，正确引导好网络舆论，净

化社会舆论，营造爱国、公正、守信、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严厉惩治利用网络媒体散布有害社会风气，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舆论，将不良舆论遏制其源头。让大学生能够更好的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

础上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生代建设者，因此，大学生对革命精神认同更具有时代性，同

时，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大学生

对革命精神认同，也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能否取得实质进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加强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同感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无论是个人还是学校、社会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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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三者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和传承中国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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