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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弘扬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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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始终是把

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

带，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

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作为兴国强国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光辉灿烂、享誉世界

的中华文明，也塑造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形成了崇尚精神

的优秀传统。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首先表现在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相互关系的独到理解上。

义利观：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

理欲观：强调用道德理性和精神品格对欲望进行引导和控制

管仲：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也表现在中国古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上。

理想是激励个体的精神内驱力，是凝聚社会整体的精神力量。

矢志不渝地坚守理想，是中国古人崇尚精神的典型体现。

张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始人之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

作“横渠四句”。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亦表现在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重视上。

中国传统文化将“立德”置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之首，重视人的精神品格的养成。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主要思想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还表现为对理想人格的推崇。

关于理想人格，儒家把“君子”、

“圣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道家

推崇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真人”、

“至人”，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呼

吁“新民”的理想人格。这些出现在

中国历史上的诸种理想人格，虽时代

不同，类型有别，但其共同点是关注

入的精神品格。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重精神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强调要处

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重视发

挥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中华民

族重精神的优秀传统得到进一步

发扬光大。



习近平强调，民族复兴不仅表现为经济

腾飞，更要有中国精神的振奋和彰显；只

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

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二）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

精忠报国岳飞 深圳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1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

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

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

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

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左传》

虎门销烟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1 2

伟大团结精神

3

伟大梦想精神

4

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伟大创造精神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伟大奋斗精神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
秒，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改革开放初
期的深圳

现在的深圳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伟大团结精神

马本斋，河北献县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

创建人，抗日民族英

雄。后来人们为了纪

念他，建立了马本斋

陵园，还拍摄了以他

为原型的电影《回民

支队》和电视剧《民

族英雄马本斋》。

《回民支队》剧照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伟大梦想精神

黄
大
发

黄大发，曾担任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20世纪

60年代起，他带领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

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

历史，被赞誉为“当代愚公”，并荣获“时代楷模”称号。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的基础上，立足新的时代条件，赋予中华民族精神以新

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天眼巨匠”南仁东

2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由我

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成，

于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

敏的射电望远镜。2017年9月15日晚，南仁东因病逝世，

享年72岁。

FAST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改革是破除社会发展障碍、

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引擎，创新

则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

发达的动力。改革创新精神既是

对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优良传统的

继承弘扬，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

放伟大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

格和精神特征。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关联，

都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

神支撑。一切民族精神都曾经是一

定历史阶段中带动潮流、引领风尚、

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

一切时代精神都将随着历史的变迁

逐步融入民族精神的长河之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

我们当今时代的中国精神。民族精

神赋予中国精神以民族特征，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得以保持的重

要保证；时代精神赋予中国精神以

时代内涵，是中国精神引领时代前

行、拥有鲜明时代性和强大生命力

的重要根源。

辩证

统一

3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三）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鲁迅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

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实现中

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高扬的精

神旗帜为指引，以强大的精神支柱为支

撑，团结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1 中国精神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

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力量在人民，

最强大的力量在团结凝聚起来的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

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纵观人类发展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

推进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创新创造、向上

向前的强大精神奋发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

不僵化、永不停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2 中国精神是激发创新创造的精神动力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

们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

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 中国精神是推进复兴伟业的精神定力

一、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一）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爱国主义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

情，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

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

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

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

律规范，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祖国的

大好河山

爱祖国的
灿烂文化

爱自己的
骨肉同胞

爱自己的
国家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爱祖国的

大好河山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壶口瀑布

洱海

日月潭黄山

祖国这么美，
你该去看看。



爱自己的骨

肉同胞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对人民群众感情的深浅程度，是检验一个人
对祖国忠诚程度的试金石。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爱祖国的

灿烂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爱自己

的国家

爱自己的国家，拥护国家的基本制度，遵守国家的宪法

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捍卫国家的利益，为国家

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是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



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的

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爱国主义，

总是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

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献

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

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邓世昌 钱学森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二）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01 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

02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03
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

04 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基本要求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

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繁荣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社会主义在中国集中代表着、

体现着、实现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的历史和

现实所昭示的真理。

1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进程，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

成员的关系。

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自觉维护全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2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

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

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

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

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3 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必须坚持立足民族，维护国家发展主体性。

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必须面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 “ “1 2 3

维护和推进祖国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怎样做一名忠诚的爱国者

（三）做忠诚爱国者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推进祖国统一，必须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1 维护和推进祖国统一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大学生都要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民

族团结，像爱护自己的

生命一样维护社会稳定，

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建设者、维护者、

促进者。

尊重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认清各种分裂主义势力的险恶用心和反动本质

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与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护圣火反藏独的中国留学生

2 促进民族团结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确立总体
国家安全

观

增强国防
意识

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
的义务

3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

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

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

视安全问题。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重视自身安全，

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朝着

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增强国防意识

强大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我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大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自觉接受国防和军事方面的教

育训练，积极履行国防义务，成为既能建设祖国、又能保卫祖国的优秀人才。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

密法、国防法、兵役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具体

的法律义务。大学生应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律，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

被境外机构盯上的大学生间谍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一）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勇于创新创造的民族禀赋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勾股定理 地动仪 唐诗宋词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百

年间，世界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当时

的中国却在闭关锁国，中国的发展大

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

年间，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存

亡危机之下，根本不具备创新创造的

基本物质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

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
发明了蒸汽火车，而中
国却闭关锁国。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
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古老的中国焕发新生，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在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伟大实践中迸发出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全力追赶时代、勇于引领时代的改革创新大潮。

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 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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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1 2创新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第一动力。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

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力量

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

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

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决定着世

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

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创新能力是当今国际竞争新优势

的集中体现。今天，国际竞争的新

优势越来越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上。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谁在创新上

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

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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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创新是我国赢得未来的必然要求。

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

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

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

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

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

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三）做改革创新生力军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新时代的大学生置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之中，应当以时代使命为己任，

把握时代脉搏，迎接时代挑战，增强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本领，勇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将

弘扬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实践中、体现在行动上。

天宫一号团队
平均年龄30岁



增强改革创新的责任感

改革创新充满艰辛、奉献

甚至牺牲，没有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很难支撑

人们克服和战胜改革创新

过程中的艰难曲折。

树立敢于突破陈规的意识

敢于大胆突破陈规甚至常

规，敢于大胆探索尝试，善

于观察发现、思考批判，不

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树立大胆探索未知领域的信心

创新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

过的路。要创新，就要有强

烈的创新自信。如果总是跟

踪模仿，既谈不上创新，也

是没有出路的。

树立改革创新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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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创新基础

推行任何一项改革，作

出任何一项创新，都是站

在前人积累的专业知识基

础之上的。

培养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注重求异、批判

而不甘落入窠白和俗套；创

新思维善于发现问题；创新

思维则灵活而开放，发散而

多维；创新思维则常常因

“异想天开”而被怀疑甚至

嘲讽。

投身创新实践

当代大学生既置身于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的历史

机遇期，又置身于我国迈向现代

化强国的历史新征程，应当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深深体

悟改革创新精神，勇做改革创新

的实践者和生力军。

增强改革创新的能力本领

三、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思考题

1.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弘扬中国精神？

2.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与时代要求是什么？如何做
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

3.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大学生应如何走在改革创新
的时代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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