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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五种精神”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机制研究 

徐应娜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天津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为此中央指定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道路一定非常曲折，困难一定非比寻常，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精神动力的赋能。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入手，通过分析劳动精神、奋斗精

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需要这五种精神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的原因，并就将这五种精神融入思政课提出了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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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de a decision to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great caus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s designated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When the reform enters the deep water area, the road must be very tortuous, and the difficulties must be extraordina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and it needs the empowerment of spiritual power.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irit of labor, struggle, dedication, 

creativity and thrift,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these five spirits ne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a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these five spirit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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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是

“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

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

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

掠夺的现代化老路”[1]，即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的

现代化为本质的现代化，在这其中，“精神富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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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的需要是人类

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人的现实存在状况不同，价值目标不同，在追求

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尽

相同的精神需要[2]。另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

经济上的现代化，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能力、

素质、知识、品格的丰富和完善，是一个永远前

进的过程。因此，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中

华美德传承体系。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在全社会弘

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

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这五种精神

既是中华美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

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因此，将这五

种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

化，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这五种精

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政教

育效能的内在要求，有助于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全

面发展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2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五种精神内涵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

旋转的轴心。西方的现代化以资本为逻辑，虽然

可以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发展效率，但是却让人

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导致贫富差距、利己主义、

生态破坏等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再走西

方的老路，而是要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以劳动逻

辑代替资本逻辑，从而规避西方现代化的弊端，

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以劳动为中心的中国

式现代化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动力，其中包

括围绕劳动所产生的五种精神——劳动精神、奋

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围绕劳动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引领什么样的社会风尚至关重要。五种精

神反映着新时代人民的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和精

神风貌。“劳动最大的益处还在于道德和精神上的

发展。 这种精神发展是由和谐的劳动产生的，它

应当构成无产阶级社会公民区别于资产阶级社会

公民的那种人的特质[3]”。这五种精神贯穿于整个

劳动过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既互相贯通

又优势互补；这五种精神历久弥新，源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在新时代成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强大精

神动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2.1 劳动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动力 

西方没有哪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拥有和我国

一样规模的人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拥有 14 亿多劳动人民的中国要整体迈入

现代化，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与西方将人抛离的

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将巨大的人口规模

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这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民为邦本”高度契合[3]。人口规模的比较劣势

可以转化成劳动优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持有

的正确劳动理念、积极劳动态度形成劳动精神。“民

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带劳动、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

人的围剿，解决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的困难，根

据地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兴起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

济封锁，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

今，中国式现代化要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财富的积累，不能走西方国家掠夺世界资源和资本

的老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手工劳动、

机器劳动和智能劳动叠加构成新劳动形态，虽然劳

动观念和劳动结构不断拓展和深化，劳动的目的不

再仅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

所以劳动精神不能丢。广大劳动者只有撸起袖子加

油干，才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

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都不能看不起普通

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劳动精神是

广大劳动者的伟大品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

础动力。 

2.2 奋斗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意志动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是一部分人

的现代化，没有做到整体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

发展成果全体人民的共同享有，也意味着发展过程

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只有依靠奋斗精神才能

战胜劳动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奋斗精神。屈原放

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

膑脚，《兵法》修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事之

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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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史，每前进一步都浸透着奋斗的力量，凝聚着奋

斗的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

是另一条长征路，在这条路上一定有惊涛骇浪、乱

云飞渡。当年长征的胜利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征服了

人类生存的极限，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同样需

要有顽强拼搏的意志力。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劳

动中的奋斗是艰辛的、是长期的，更是曲折的，只

有在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共同富裕才能够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才能够实现。 

2.3 奉献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动力 

西方在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因为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被利益和效率所主宰，利己主义思想泛

滥导致缺少奉献精神，发展到现在显示出先天缺

陷和动力不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这需要与奉献

精神紧密相连的崇高的道德力量。劳动本身就是

对人类社会的奉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奉

献精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古代先贤用生命诠释着奉献。奉献精神是一

种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指出人类种族的利益总

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中

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国际国

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促动了社会对利益追求的同时，必须对社

会效益和精神价值高度重视，强化集体主义观

念，以此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过程中，奉献精神是当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存

在暂时的局部分离情况下的高尚选择。 

2.4 创造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维动力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是为世

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的思

维特质和文化禀赋。创造意味着对现实中没有的

东西的探索与建构，也意味着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与建设。创造是劳动的升级版。实际上，人类自

从钻木取火，就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创造。“物不因

不生，不革不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创造

精神。顺应历史潮流，代表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

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创造性。如今，中国

式现代化为世界开辟了一条新赛道，没有现成的

经验可供借鉴，需要发扬创造精神。作为人类进

步和现代化的标志，创造是创新达到一定程度而

发生的质变，是社会持续进步的思维动力，也推

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 

2.5 勤俭节约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动

力 

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

刻教训之一就是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索取，所以才

有英国的雾都、美国的黑风暴、日本的汞中毒。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

重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节约资

源、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勤俭节约意味着

对劳动成果的珍惜。“节俭则昌，淫佚则亡”，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勤俭节约精神。汉文帝罢休

露台，成就文景之治；唐太宗节俭于身，开创贞

观之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一如既往地

坚持勤俭节约，才能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都将勤俭节约

作为好家风传承给下一辈。如今，我们的物质生

活比之前丰富很多，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样

需要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因为人类的消费应低

于环境自身的修复能力，人与自然不和谐造成的

浪费会增加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资源是有限的，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

无节，则常不足”。拒绝奢侈浪费就是维护人与自

然的和谐，科技的发展也是为了使资源的有效利

用率提高，减少浪费。践行勤俭节约，建立健康

的消费模式和文明生活方式，是提高整个社会文

明程度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是通往中国式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 

3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将五种精神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机制 

3.1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媒介将五种精神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深入挖掘传统文

化中的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

和勤俭节约精神的精髓，是将这五种精神融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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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在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屈原、

杜甫、苏轼、顾炎武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他们通过

诗词歌赋歌颂了中华儿女为国奉献的情怀，反映了

奉献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

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精神品格。中华民族是一个有

着悠久文明历史且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

造精神的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世界

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辉煌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

先地位保持到 15 世纪[4]。 

3.2 以人文精神为媒介将五种精神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的世界

观、以德为本的人生观，以和为本的价值观。中华

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

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

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绵数千年的优秀文化

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

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

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

之魂。五种精神内嵌于中华人文精神之中，薪火相

传，越燃越旺。 

3.3 以优良家风为媒介将五种精神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

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

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

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

制约[5]。习近平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

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

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

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6]。”家庭建设是个人幸福、

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家而天下定

矣”，强调的是良好的家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

性。尊老爱幼亲大，父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

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

事兴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美德。这些家庭美

德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家庭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

品德教育，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家庭里的立德树人

工作。[7]家庭教育是推进以德树人、全面育人的首

要阵地，家风建设是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因

此将五种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助优良家

风的教育与影响。 

3.4 以网络为媒介将五种精神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 

如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将五种精神融入

思政教育必须借助网络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必

须实行分众化、精准化的网络传播。以分众思维

打造立体式媒体集群。“人人麦克风”引发了社群化

传播时代的到来。多主体、立体式媒体集群的建

立可以适应媒体用户分众化的现实情况，而且通

过精准匹配内容，为我们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添砖加瓦”。 

4 结论 

当代大学生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现代化的创

造者、推动者和受益者的劳动者，在中国式现代化

征程中发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

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就可以准确把握人与自身、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五种精神

通过对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活力和最具可塑性的人

的要素施加影响,促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实

现生产力的现代化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的良性互

动。这五种精神形成勤于劳动、勇于奋斗、甘于奉

献、积极创造、勤俭节约的先进文化，从发展基础、

意志、道德、思维、生态层面，发挥着精神创造力、

精神凝聚力和精神约束力的作用，成为助推以劳动

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实现的强大精神力量。

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立足于为中国式

现代化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的角度，充分认识五种

精神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青年深化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 并产生认同感，将思想引

力转化为行动伟力，以积极的心态主动投入现代化

建设实践中。高校要在充分了解每个受教育者的个

性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从而增强

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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