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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自律修身精神与青少年人生境界教育

傅 红 冬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 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习周恩来自律精神,主要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

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感;要谦虚, 不要骄傲;注重自我改造, 确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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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于自律是周恩来精神最突出、最重要的

一个方面。周恩来坚持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

到老  ,不断进行自我剖析、自我改造;他公私
分明、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用周恩来精神立德

树人,尤其应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习周恩来的

自律精神,不断进行自我努力、自我改造、自我

约束,以锤炼自己的精神品质, 锻炼自己的才

干,提升人生的境界。

一、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教育,增强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感

周恩来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他是把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相结合

的典范。周恩来从小就表现了崇高的志向,早

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牢固地树立了报国之志。

他在十三岁那年,回答老师为什么读书的问题

时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为了中华之崛

起!  这句名言至今仍广泛流传,也给广大青少
年以极大的勉励和鼓舞。在天津南开学校,他

强调立大志,鄙视那些汲汲于名利之徒, 他写

道: 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翁者;志

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

故立志者,当计其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

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也。 ( !尚志论 ∀,作文手
稿 ) 不私于个人  ,可谓周恩来一生的座右铭。

他正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寻求济世救民的

真理。经过 十月  革命和 五四  运动的洗礼,
周恩来逐渐由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激进的革命

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

命者。南开时期,周恩来对西方思潮表现了极

大的热情,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多种

著作。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

阅读了 !新青年 ∀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
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 一

线穿云而出的阳光  ,使年轻的周恩来有豁然
开朗之感,他想通过认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

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

的社会问题,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终于找到了救

世良方 # # # 共产主义,用他的话来说: 我认的
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

走。 [ 1]一旦确立了崇高的政治信仰,周恩来便
矢志不渝,彻底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

一生。周恩来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

人民的事业,中国人民怀着最真挚最深厚的感

情,赞美和怀念他的伟大业绩和崇高精神。他

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志改

造中国,改造世界,同时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地

做好每一件事情。当代大学生视野开阔、自我

定位比较高、成才欲望强烈,如何选择理想、规

划人生,并达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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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大学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人生重大课

题。应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

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把个人的成

长成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

在一起,既应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

义信念,立志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又应

脚踏实地、刻苦努力,为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

中华的光荣使命而做好准备。

二、要谦虚,不要骄傲

早在建国前夕, 他就谆谆教诲青年 一定

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

事情还做得很少  [2] 328。建国初,周恩来及时告
诫青年: 青年人骄傲自大是非常危险的事,这

会阻碍自己进步。 1953年 7月,他在欢送出国
留学生晚会上严肃而又恳切地提出: 青年人

容易骄傲,不要骄傲,应该虚心,应该承认自己

的不足。 [3] 83 1959年 4月,他在全国人大二届
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

教育年轻的知识分子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

自满  [ 4]。青年人如何克服骄傲自满的思想呢?
周恩来提出,青年人应当向年纪大的人学习,因

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有新旧对比,走过错路的

也不会再走了。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

养的,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

子 [ 3]193。青少年要学习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的精

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

泛与骄傲急躁的风气。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

是要实行,要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

事情 [ 2] 336。

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

象,觉得他非常谦虚谨慎。在接见干部和群众

的时候,他总是走到每个同志面前,一一亲切握

手。对第一次接见的人,总要询问每个人的情

况,使你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光怀,当你聆听了他

的讲话,表示要贯彻他的重要指示时,他总是谦

虚地说: 不是什么指示  、只是提一点意见  、
做一点促进工作  、请你们考虑  。周恩来的
谦逊美德,还表现为从善如流。他遇事多同群

众商量,从不自以为是, 而是虚心听取各种意

见,服从真理,他召开政务会议、讨论工作时,总

是启发大家发表意见,共商国家大事。

三、注重自我改造,确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 五四  运动时期,他倡导 本 ∃革心 %、
∃革新 %的精神,求大家的 ∃自觉 %、∃自决 %  。
强调 做学生方面的 ∃思想改造 %事业  [ 5] 472,
觉悟  , 必须自己去 ∃觉悟 %  [ 5] 473。他认为,
要改造社会,固应对社会上一切事理持研究同

批评的态度,但这种研究同批评, 连自己也要

包括在内  , 能够研究批评自己透彻的人,没
有不能研究批评身以外的事理的,研究批评自

己实是研究批评的第一步工夫  [ 5] 457。在 五

四  一代青年中,能够如此注重自身的 思想改

造  , 注重研究批评自己  ,把改造社会同改造
自己结合起来,周恩来是非常突出的。周恩来

是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

典范。他十分注重把改造社会同改造自己结合

起来,在立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

观世界,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不断追求精神品格

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周恩来是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各

界人士讲思想改造问题最多的领导人。 1972

年 6月,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这几年,我常

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

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他说,把

读好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同革命实践结合起

来,不断改造我的思想,提高我的工作能力,改

正我的工作作风,发挥集体领导能力,这对我永

远是一个改不完的任务 [ 6]。这是他的肺腑之

言。 1949年 4月,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虽然有

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

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

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 7] 1951年 9月
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所做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报告中,专有一节
讲 批评和自我批评  问题,其中重点讲自我批
评,他说,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 重要的武

器  中, 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
始  。因为 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

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

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

帮助别人进步  。 为了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

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 [ 8] 799周
恩来认为: 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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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

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 9]在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通过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

自我矫正,以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应加强对青

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自觉进行

自我改造,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总之,在我们的新生入学教育中,在平常的

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中,都应当渗透周恩来

自律修身精神教育,使其成为青少年成人成才

的重要动力源泉、重要的精神支柱,加强周恩来

精神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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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周恩来班  的创建与启示

张 红 安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周恩来班  创建从 1985年至今已走过 25年历程, 在江苏、浙江、重庆等地学校

形成不同的创建模式, 并呈现出群众性参与、切入点多样以及集中涌现在周恩来生前曾生活、

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等特色。 周恩来班 创建活动对用周恩来精神培育青少年实践工作具有

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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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

是周恩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根

源所在。石仲泉指出: 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

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加突出,

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

更加强烈。 [1] 401

正因为周恩来精神风范的强烈影响,在周

恩来去世以后,对周恩来精神的学习研究热潮

不断掀起,更兴起了以 周恩来班  为重要平台
的用周恩来精神培育青少年的广泛实践。限于

篇幅,这里仅梳理 周恩来班  的创建历程,总
结不同的创建模式与特色,以此作为进一步了

解各地周恩来精神的育人实践、开展周恩来精

神与青少年教育课题研究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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