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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大学生思想引领的逻辑路理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阐释

马克思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

中指出，“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

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

长。”这一论断揭示了青年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列宁在《孟什维主义的危机》一文中引用恩格斯的经典

论断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

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认为革命的政党

要主动引领青年，把青年作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寄厚

望于青年一代，“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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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青年观认为，大学生是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大学生思想引领是

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以及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新时代，高校应强化思想

引领，引导大学生坚定不移跟党走，挺膺担当“强国有我”历史使命，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与深刻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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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

交融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青年以及青年工作都进行了不同

角度的经典阐释，但归根到底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没

有青年，青年一代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使命与崇高理想，

抓住青年、引领青年、依靠青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二）时代逻辑：青年工作思想的理论指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重

大理论观点，形成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阐明了青年工作的地

位作用、目标任务和职责使命，深刻揭示了青年的成长方向，要

求广大青年挺膺担当新时代重任，听党话跟党走，同祖国和人民

一道拼搏奋斗，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亲自谋划、指导、部署青年工作，多次与青年群体面对面交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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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多次给包括青年大学生、青年科研工作者、青年运动员等回

信，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四点要求”即“爱国、励志、求

真、力行”“五点希望”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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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成长指南，为

青年立心立志立德立信锚定了方位、指明了路标，也为高校加强

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工作方向。

（三）底层逻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本质要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力量加速演

进，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世界经

济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带来人类社会翻天

覆地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

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青年人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加强

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意义重要且深远。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反复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

校的立身之本是立德树人，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

作的根本标准。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高校必须加强和提升大学生思想引领能力，把党的领

导贯穿于组织学生、第二课堂、创新创业、就业服务、社会实践

等工作全过程，切真正履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圣神职责。

二、建党百年来青年思想引领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的历史

时期，青年都是党思想引领的重点对象，青年工作都是党的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沉淀了优良传统，积累了宝贵经验，能够为新

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引领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首要原则：党的领导

建党百年的历史证明，“党管青年”原则落实的好，青年工

作就会健康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领青年通过口号、标

语等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觉醒；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引领青年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动员青年投身

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通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青年投身改革开放大潮；新时代，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武装青年，努力培养时

代新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引领青年，才能把握青年工作的正确政治

方向。

（二）基本前提：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教育是党对青年进行思想引领的核心和关键。新中

国成立后，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青年思想引领的重要抓手，团结

凝聚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改革开放后，立足于市场经

济发展实际，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等理想信念

教育活动，引领青年以四化为己任，与改革共命运。新时代，围

绕“复兴强国”，开展“青年大学习行动”“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不忘初心，紧跟党走”等教育活动，引领广大青年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三）前进方向：围绕中心

在党百年奋斗的不同时期，国家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工作重心

不同，但青年工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引领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奋战在抗日救亡、和平民主一

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着眼革命和建设实际，聚力打造

又红又专的青年人才队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引领青年积极投身“四化建设”，争做“四有新人”。新时

代，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着力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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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青年发展要求，推动思想引领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

（四）内在动力：服务青年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党始终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的分析和把握青年特点变化，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

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要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

活状况而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先后推

出“西部计划”“博士服务团”“挑战杯”等多个项目，服务青年

就业创业。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全党要把青年工

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

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

群众的引路人。历史和实践证明，扎根青年、关心青年、依靠青

年、服务青年，是党引领青年的不竭之源、内在动力。

三、新时代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引领的实践路径

大学生思想引领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必须持

续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工作主线，契合社会之需、时代

之需、学生之需以及实践之需，奋力开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引领

的新局面。

（一）牢记初心使命，把好思想引领主旋律

“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首先要把握住方向。”这个方向

就是坚持党对大学生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当前，

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

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增大，大学生考研、就业、生活和发展的

压力剧增，“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

误思潮对大学生思想带来一定冲击，高校要始终把准抓牢新时代

大学生思想引领的主旋律。一是持续高度重视新时代青年的思想

引领，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坚定不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大学生，做好

工作谋划和顶层设计。二是持续以复兴强国梦鼓舞大学生，通过

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富民强所经历的“追

梦”艰辛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筑梦”成就感召青年、激励青

年，努力实现青春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同向同行的光明前景。三

是持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青年，以各级各类的实

践实训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为依托，为大学生明辨是非、崇德修

身、干事创业提供价值标准、价值准则和价值尺度，引导广大学

生深化和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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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立德树人，优化思想引领着力点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

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一要继续办好思政课，建强思政课

教师队伍，提升“第一课堂”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

发展需求和期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铸魂

育人。二要不断丰富校园文化内涵，以重大节庆日、纪念日为契

机，依托党、团、班等活动，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要持续

拓展实践育人平台，充分发挥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育人功

能，组织青年开展沉浸式、行动式研学实践，在“润物无声”中

推进思想引领。四要做好网络思想引领，在大学生聚集的网络平

台上持续发力，运用全媒体方式和青年化语言，形成矩阵优势，

打造更多符合大学生特点、深受大学生喜爱的网络思想引领精

品，把思想引领工作做到学生“心坎上”。

（三）加强自身建设，锤炼思想引领硬功夫

“做好青年工作，必须有能力引领时尚、引领风气，这样才

能把广大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来，把他们最广泛地集聚到党和

人民事业中来。”这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引领的时代需

要。一是高校共青团及各类学生群团组织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深化共青团改革，积极不断探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

式，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吸引力、组织力、引领力、凝聚力和服务

力。二是高校党委组织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教务

处、研究生院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部门要持续不断健全

完善思想引领机制，做好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衔接互动，推动

大学生思想引领与学校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学生教育教学与、

日常管理服务和校园文化活动同频共振，最大限度放大协同育人

作用和实效。三是高校要深化团干部、辅导员等工作队伍建设，

破解定位不明确、发展通道不畅通、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困难，

建设业化的工作队伍，为学生思想引领提供坚强保障。

（四）始终心系学生，提升思想引领实效性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引领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服务学生

实际需求的角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一要积极主动走进大学

生，加强大学生研究，大学生在哪里，大学生思想引领的工作触

角和研究触角就要在哪里。高校要充分整合马院、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发展中心等力量资源，加强与思政教育、高等教育、社会

学、心理学、传播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融通互动，精准把握

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为做好大学生思想引领提供充分依据。

二要积极回应大学生关切，高校相关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要畅通

大学生表达思想、阐述观点、发表意见的渠道和方式，全面了解

和掌握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广泛收集学生对高校方方

面面工作的好想法好建议好意见，为思想引领工作提供支撑。三

要服务大学生需求，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帮助解决学业、就

业、社会融入、交友婚恋等发展上的“难事儿”，建立健全和完

善支持学生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为增强思想引领成效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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