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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青年一代的责任教育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青年一代的责任教育

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多次会议的讲话内容中针对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关

于青年责任的表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责任观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责任意识的继承和发展，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以

及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现状提出的关于青年责任的科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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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ponsibility educa-
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rade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tatements on youth’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ents of his speech at many meetings, forming Xi Jinping’s responsibility concept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new era youth responsibility concep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youth view, responsibility concept and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ince ancient times. I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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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exposition of youth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us quo of contemporary youth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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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青年一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否有理想、有担当，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讨论

青年发展和培育问题时就多次提到“责任”“使命”“担当”这些关键词。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到“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

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多次的青年座谈会和回信中都对新时代青

年能够勇担时代赋予的责任提出了殷切期望。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探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现实价值对于深刻领会新时代青年责任的丰富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

任观的现实价值也将有助于为青年责任教育提供新的实践思路和教育路径。 

2.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围绕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新时代青年责任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

想深刻，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2.1. 坚定的理想信念 

早在 2013 年，习总书记就指出青年人拥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

钙’”。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有责任树立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远大理想，这

既是由我国现在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发展历史决定的。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

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广大青年必须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

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坚定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人生

信念。正如，习总书记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2.2. 正确的价值取向 

习总书记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强调了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青

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青年的价值观取向是否正确、积极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

取向如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经过反复理论论证、征求群众意见和结合中国发展强盛的奋斗历程

总结概括得出的，是实践–认识–实践的发展产物，更是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因

此提出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代表了全中国、全民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青年人必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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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明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只有青年一代带头达到

这一价值目标，国家才能最终实现价值追求。 

2.3. 高尚的品德情操 

拥有高尚的品德情操是构成青年实现担责、成长与成才的动力，是青年提升责任认知、坚定责任信

念、培养责任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从习总书记 2013 年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提出“青年要积极倡导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3]，到 2016 年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4]，
再到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对青年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各方面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强调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品德情操

养成的高度重视。倘若没有高尚的品德情操，青年也无法承担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责任。 

2.4. 高强的本领才能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主张练就过硬的本领是青年自身价值实现的根本

保障，也是构成青年责任感的实现要求。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中指出，“要

引导学生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的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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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年掌握扎实学识、

具备履责担当的能力，不仅需要青年自身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正如习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6]，只有各方共同

努力，青年才能更好地利用好中国梦实现的广阔舞台，实现自我梦想、服务国家人民。 

2.5. 勇担时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号召“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

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7]。无论是在国家的发展道路还是青年的成长道路，都存在

着前途光明和过程曲折的矛盾，都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和矛盾，需要青年学会勇挑重担、勇克难关、

勇斗风险，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

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

使命”，青年只有始终保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处世态度，肩负起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中国未来的发展才能充满希望和活力。 

3.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从现实价值上看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这既是由习近

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生成逻辑导致的，也是由其中包含的内容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3.1.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源于并面向实践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在总结习总书记个人青年时期独特的实践经历后提出的，源于实践；同时，

观点的提出又面向实践，可以为解决现实中青年责任弱化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青年的研究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为依据，对青年展开全面的、系

统的研究后逐渐完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重要理论来源。早

在 19 世纪世界工人运动兴起时，马克思就提出“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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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确了青年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列宁在创立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时期进一步明

确提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9]，进一步强调了青年在未来建设中的重

要性。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同时期就青年观展开了论述，如毛泽东的“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邓

小平的“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10]、江泽民的“青年的素质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1]、
胡锦涛的“我们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12]等等。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青年理论的“唯物史观视域”与“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特

点，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提出的新论断。 
另一方面，习近平青年时期的知青经历、大学学习经历、秘书工作经历、基层干部工作经历等等，

这些曲折的经历与艰苦的磨砺造就了习总书记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宏大的视野、顽强的奋斗精神、自强

的品格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经历促进习近平对青年如何树立理想、练就本领、强化担当以及应

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履行责任问题提出深刻见解。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源于并面

向实践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 

3.2. 历史与时代的统一 

中国自古以来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无不体现着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和先忧后乐的

忧患意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汲取了中华民族关于责任担当的优良文化、精神，对青年传承责任

精神、勇担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新期望。习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

为努力志向”[13]，青年一代应当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能力，以真才实学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 
现如今青年存在着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缺失的问题，社会上不正确的舆论导向、社会思潮的激荡和西

方文化的冲击使得社会上盛行着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青年正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习总书记嘱咐共青团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关注青年的发展成长，为他

们的成长成才创造机会和条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在对青年责任担当现状的深刻反思后

提出的总体构想。 

4.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践行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主要内容和现实价值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不仅是一种话语体

系，更是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年个人各层面都必须积极实现的实践方略。 

4.1. 社会层面 

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大的社会中，社会的风气和氛围都在无形中对每一个人产生着影响，而青年正

处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理想观念是否坚定、社会责任感是否强烈、是否具

有高度的社会服务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为此，全社会有责任为他们社会责任感

的形成提供正向的引导。 
青年尚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上网娱乐、学习的同时，很容易被网络上的言论带跑偏。在

这种情况下，净化网络环境，做好剔除损害国家形象等消极负面信息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必要

和适当的时候通过推进相关政策来促进青年同志投身社会服务活动中，建立奖惩机制以及鼓励机制，在

政策和制度的监督、规定让青年一代养成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意识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14]。多宣传报道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并多举办“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类评选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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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青年责任感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很多青年人可能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感到迷茫，但

他们很多人都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觉悟，因而对优秀同志的宣传报道也是促进青年

养成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15]。 

4.2. 学校层面 

学校是青年一代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健康、正向的教育也是促进青年社会责任感形成的重

要一环。学校教育大致可以分为课堂知识教学的显性教育和校园氛围营造的隐形教育两个方面。课堂知

识的教学主要是指教师通过政治知识讲解的形式从选修课课本中直接传输这方面的知识，在专业课知识

学习的过程中将做好课程思政的推进工作无形地灌输社会责任意识，在思想教育理论课的专门学习中培

养青年各方面的道德认知尤其是责任意识。校园氛围的营造即为学校的校训、宣传栏的宣传报道、其他

同学和老师的积极作为等等方面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促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因而要大力做好这些方

面的工作。将责任引入高校校训中，让青年在重温学校校训的时候反思责任；将在责任行为方面有突出

表现的先进人物事迹在校园宣传栏报道，让青年在娱乐放松的同时对照自身找差距[16]。 

4.3. 家庭层面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的教育对在这个家庭里培养出

来的青年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长应当从以下两点促进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树

立榜样，父母和其他长辈在日常生活中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多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担起作为公民应

有的社会责任感，为青年树立学习的榜样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青年人从小就培养起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17]开展家庭内部批评和惩罚，对于青年表现出的积极正向的行为及时予以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励

他们不断深化责任认知和行为；对于青年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弱化的情况也及时予以批评，帮助他们分

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指导他们做出相应的观念和行为的调整，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和

信念。 

4.4. 青年个人层面 

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光有社会、学校和家庭创造的外部环境熏陶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青年人

自身的努力这一内在因素作用。如果自身做不到自觉地向优秀同志学习，不能将听到、看到的“正能量”

内化为自己的行动，那么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也不能真正达到落地生根的效果。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固

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主动参加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想法

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远远不够，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服务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贫困地区支教、敬老院

照顾孤寡老人、参与社会捐募活动、场馆人员引导与讲解等活动，在活动中既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也能

在活动中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5. 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以马克思、恩格斯青年观为基础，借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道德观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加强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从理论上力图以德育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为价值导向，探索新时代青年责任教

育的具体理论和实施策略，丰富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工作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

责任观运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去，根据新时代青年的自身特点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选

择有效的教育路径，形成符合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的实际的有效策略。从理论总结提炼和实践创新两个

方面入手，坚持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为解决新时代青年责任感薄弱的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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