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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人生观为指引推动高职学生为民族复兴奉

献青春 
张燕红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010010） 

摘要：本文从“00 后”高职学生人生观特点及人生观教学现状调查入手，深入分析高职院校人生观教育模块课堂教学存在的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生观教育对培养“00 后”高职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重要作用及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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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教育主要包括人生追求、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三个

方面的内容。高校思政课人生观教育就是遵照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从人生追求、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三个
维度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要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青年是国家的
希望，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时期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
作,始终强调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
因为青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赖于
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的奉献与奋斗。 

“00 后”高职学生作为这代青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更承载着未来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国工匠的使命。他们
的人生追求、人生选择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
现。所以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作为时代新人的“00 后”高职学生
群体,通过思政课主渠道教育引导这些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为例，探讨人生观教育对培养高职学
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作用及措施，必须充分了解“00 后”高
职学生的人生观特点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做了必要
的调研。 

一、“00 后”高职学生人生观特点及人生观教学现状调查 
（一）人生观特点分析 
数据显示，61.83%的学生表示有明确的目标规划，多数人

赞成靠个人奋斗实现人生追求；69.68%的学生表示在接受人生
观教育之后对生活充满希望，但仍有 23.95%的学生很茫然，甚
至有 1.57%的学生很悲观；73.7%的学生认为判断人生价值的标
准要看对社会的贡献大小；47.99%的学生回答选择高职院校的
原因是为促进祖国繁荣昌盛，改变家乡面貌，只有 5%的学生是
因为服从家长的决定。调查结果表明：第一，大部分高职学生
的人生追求多样且较为高尚，部分学生也存在着“躺平”和“悲
观”思想，实践中缺乏奋斗精神；第二，大多数高职学生的人
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但遇到挫折时则会表现出情绪低落、一
蹶不振，经不起困难的打击和挫折的磨砺；第三，大部分高职
学生能够积极乐观地看待人生，认同主流价值，但也有部分学
生对消极人生价值观认知模糊，只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人生
价值最重要的在于奉献。所以要通过人生观教育引导和鼓励高
职学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起来，在奉献中成长成
才，方能担负起民族复兴重任。 

（二）人生观教育模块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调查中 73.6%的高职学校开设了较多的人生观教育课程，

形式多样且多部门协同育人。90.19%的学生表示通过学校开展
的人生观教育学到了心理健康知识，64.47%的学生学到了挫折
教育知识，80.47%的学生学到了人生哲理和道德素养知识。以
上数据说明人生观教育能够得到高职院校的重视，同学们也十

分关注人生观教育的相关内容。但是 49.07%的学生认为教学中
缺乏深层次引导，45.24%的学生认为教学脱离学生实际,61.14%
的学生认为教学模式和方法缺乏创新。可见人生观教育教学还
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 

1.人生观教育脱离学生实际，忽视了高职学生所处的时代
特点。 

高职院校思政课中的人生观教育多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
却忽略了人生观理论在实践中对学生的影响和意义。教学脱离
学生实际，导致高职学生对人生观的作用理解不深刻，很难激
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加上高职学生的成长环境不同，思维模
式、行为观念也显示出不同于以往高职学生的鲜明特征，他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越来越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便捷化、智能化成为新发展趋势，很多事物、信息或现象会突
破原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会颠覆以往信息传播与获取的
方式，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快速呈现在新时代大学生面前。
一方面这可能会极大地开拓高职学生的视野，但另一方面也会
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落后腐朽的思想变身传播到中国，
对青年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扭曲他们的人生观。 

2.人生观教学模式和方法固化单一，缺乏创新。 
调查表明大部分高职院校人生观教学模式和方法陈旧单

一，缺乏创新。学生参与度低，教学实效性差。以往陈旧的教
师－学生主客体单一模式和“填鸭式”教学不利于学生深刻理
解人生观的内容和深层次解读。而且高职学生的人生观教育不
仅仅是思政课和思政课教师要解决的事情，而应该是全员、全
社会、全方位都应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教育。既有理论教学，又
有实践教学，二者需相辅相成，全员配合才能协同促进教学实
效的提升。 

二、加强人生观教育对培养“00 后”高职学生担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升政治站位和思政课教学质量，为学校发
展提质培优。 

以正确人生观为指引教育引导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既是思政课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思政课培养学生担
当意识的落脚点。思政课又是提升学校、教师和学生政治站位、
担当意识的主渠道，在教学相长中通过思政课人生观教育指引
学生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有利于学校整体政治站位的提
升。加之以往的思政课教学只关注理论知识的传输，缺乏正确
人生观教育的引导，尤其在如今社会压力、就业压力倍增的情
况下，思政课教学更应从学生实际出发，多关注学生人生成长
中遇到的困难，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入手解决
学生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让思政课
走进学生心里，将思政课打造成政治站位高、既有情怀又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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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人生思想指引“金课”，才能真正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
为学校发展提质培优。 

（二）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高质量职业人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全面发展

既包括身体层面的健康发展，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只
有身心健康、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才叫全面发展。加强人生观教育可以不断提高高职学生的身心
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也可以提高他们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综合素质。人生观教育为
高职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正向引导。 

首先，加强人生观教育有利于指导和帮助高职学生树立更
加高尚的人生追求。不光局限于实现自身的目标，而是更多的
考虑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追求，从而感知身上的责任和使命，
人生的发展也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奋斗；其次，加强人生
观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的人生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向上。当他们
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才会主动采取各种方式去应对和处理，并始
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只有具备积极、乐观、进取、向
上的态度，才符合国家和社会急需人才的素质要求；第三，加
强人生观教育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人生境界。人生观教育中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自觉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奋斗目标
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境界越高的人，人
生境界就越高。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有利于增强高职学生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高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人生观教育就是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前提。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青年强则国强。中
国已经进入新时代，“00 后”高职学生作为时代新人的重要组
成部分，理应担负起特殊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作为社会的
人，时代总会赋予每个不同人生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因此，加
强人生观教育对培养“00 后”高职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有利
于增强他们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使之明白人生的意义首先
在于奉献，培养他们具有爱国爱民之情和忧国报国之志，及时
将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只有青年一代铭记身上的责任与使
命，愿意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
中国才会不断强大。 

三、加强人生观教育对培养青年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具体措施 

（一）通过思政课示范课堂建设探索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 
为了引起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对于高职学生的重视与

关注，转变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态度，从而增强他们对国家建设
的促进作用的认可和信心，更好地帮助高职学生重拾自信，重
塑人生理想，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奉献中成就出彩人生，为
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我开展了“树立正确人生观，以青春
之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政课示范课堂建设，在此基础
上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和价值引领作用，
为学校提质培优增效。具体措施：扩展原有教师－学生的主客
体单一模式，打造多元协同发力的教学新模式。例如：构建思
政课教师－团委－学工处－辅导员－班主任多元教育模式，学
校－家庭－社会互动模式，思政课堂－网络课堂－社会课堂多
维模式，从人员、范围到技术全方位扩展延伸。以专题化理论
教学+项目化实践教学，线上教学+线下教学，思政课程+课程
思政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为依托，打造“理论指引（教）+任务
驱动（学）+项目实践（做）”一体化“学-思-悟-行”思政课
特色示范课堂。通过示范课堂建设，引领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激

发强国担当，以青春之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奉献，将“小
我”融入“大我”，引导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励志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成就出彩人生。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悟、悟中
行，从而实现“学-思-悟-行”，知行合一。 

（二）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师生互动创新人生观教育
方法。 

经过探索，我们积累并创新了多种人生观教育方法：有传
统讲授的，也有智慧教学的;有案例探析的，也有情景模拟的;
有典型示范的，也有参观考察的。例如：理论课堂、实践课堂、
网络课堂、科技竞赛、剧本创作、榜样激励、社区宣讲等形式。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围绕人生观主题，通过角色体验、主题讨论、微电影、校友访
谈、红歌创作等多种有形、有感、有效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创新人生观教育方法。在理论讲授和实践活动中充分结合专业
特色丰富、拓展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
热情与主动性。 

（三）适当调整思政课中人生观教学内容的设置，强化高
职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按照新时代《教育部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
章程》通知要求，小学、中学、大学的思政课教学内容应具有
连贯性。人生观教育内容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思政课中都有
涉及，但侧重点和教学深度有所不同。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
思政课中虽依然需要系统讲解“人”“人生”“人生观”的基础
理论，但在具体内容的设置上、前后安排上可以适当加以调整。
需要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教育引导学生思考和选择人生道路，
正确评价人生价值，强化青年学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责任意
识和担当意识。高职院校的“00 后”学生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
更需要人生观教育的指导。例如：人生理想教育、人生规划教
育和人生哲学教育可以适当前置，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及时转变
一些以往形成的不太成熟或不够崇高的人生观思想，也可以加
深他们对世界的、国家的、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有利于促
使其将自身的人生发展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起来，既注重自
身人生道路的规划，又兼顾国家发展的需要；即将毕业的时候，
面对就业压力难免会出现一些消极思想，甚至是极端思想，这
时就需要继续开展人生职业规划教育、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人
生价值教育等等。讲解时还要进一步强化青年学生担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这样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解决
人生道路中出现的一些人生偏差，也有利于他们明确身上的责
任和时代的使命，增强担当意识。 

综上所述，在正确人生观指引下，通过对当前人生观教育
现状及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人
生观教育教学内容及形式，通过思政课示范课堂建设发展人生
观教育理念、构建多元化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
以新的视角不断拓宽人生观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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