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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一生是伟大而辉煌的一生，在长达 50 余年的

革命生涯中，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无产阶级的优良品

格于一身，形成了鲜明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共产党人活力的

崇高精神，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提供了珍贵的精神

财富。“周恩来精神”是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首

先提出的，他将“周恩来精神”概括为：无畏精神、求是精神、
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

精神等八种精神。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结合”的“周恩来的精神”：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结合，对上负责

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
深刻体认周恩来精神，发现它蕴含着高山仰止的力量。

他不仅以荣誉心、自尊心等充实和塑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而且在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样工作方面给人们以教育与

启示，并以巨大的感召力影响着整个社会。周恩来精神，是一

种自然的流露，充分体现出人民性的特征，深切地被人民的

心理所接纳，这是周恩来崇高人格伟大力量的影响力表现。
人们称颂周恩来是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天平上流芳千古的

伟人，这除了是对他才干、智慧和贡献的高度评价外，更多的

评价是他给世人留下的“财富”———怎样做人。周恩来的精

神激励和引导着人们应该怎样去工作、生活，怎样去做人。
周恩来指出：“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

……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

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组织保证

和长效机制。高校辅导员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

一线，要想充分发挥辅导员的表率作用，辅导员本身就要提

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加强自己各方面的学

习和修养。归根结底辅导员要做好工作首先要学会———怎

样做人。
高校辅导员就是要继承与弘扬周恩来精神，塑造自己

的人格，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坚定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周恩来精神对高校辅导员的人格塑造具有以下几点

启示：

一、坚定的政治素质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目标源泉

周恩来思想成长的过程启示我们高校辅导员，一个有

为的人，只有具备坚定的政治素质，只有将坚定的政治素质

作为行动的目标和源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的生活

才真正有意义，他的青春才能放射出绚丽的光彩。辅导员必

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四信”教育的说服力。“四

信”教育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所谓“四信”
教育，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

信念、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社会主义的信心教育。辅导员必须

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用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深刻认识，理解党

的新时期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及党在新时期对高校教师和

大学生的时代要求，辅导员如果政治素质不高，直接殃及学

生，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健全的心理人格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内在要求

健全的心理人格，具有海纳百川的凝聚力和砥砺人的

意志力量。心理人格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个体在

社会实践过程中内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模式。坚韧

稳定的心理人格往往表现为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

的独立性、恒久性和自制性。周恩来终其一生，历经磨难，但

是他始终能保持正常的心理功能和行为功能，保持乐观、稳
定、平和的积极情绪，对困难与挫折、失败与胜利，都有良好

的承受能力。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的

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从没

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等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

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的历

史转折关头，他总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理人格，在各

种困难和挫折面前真正做到“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

动”。
健康是人类的第一财富，健康的身体是辅导员从事各

项工作的前提。健全的心理素质是辅导员高质量、高效率工

作的保障，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内在要求。当下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物质的诱惑力很大，人们的思想意识很容易受

到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同时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竞争，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是其发展规律。辅导员如果

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没有敢于

开拓、敢于进取的心理意识，没有冒险意识、挫折意识，没有

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就只能从竞争的战场上败下阵来，更谈

不上使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三、崇高的道德追求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本质特征

重视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礼记·大

学》中所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集

中说明了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周恩来在

周恩来精神对高校辅导员人格塑造的几点启示
○刘小华

［摘要］ 周恩来精神对高校辅导员的人格塑造具有很大的启示。高校辅导员要继承与弘扬周恩来精神，将周恩来精神

作为自己做人的行动指南，以坚定的政治素质、健全的心理人格、崇高的道德追求、勤勉的工作作风、广博的智能水平、丰富

的人情意蕴去塑造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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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起就把道德践履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立

志高远者，必须超脱个人安乐之局限，“而服役之事乃为人

类所不可免”。周恩来把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自己为

之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

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与儒家的“内圣

外王”之道是一致的。尼克松也曾经说过：周恩来的教养，

“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
应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他成为清

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后，仍以中国古代

“吾人一日三省自身”的明训为鉴，把儒家的“君子”人格理

想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辅导员人格力量作用的发挥，更多地体现在辅导员必

须首先树立师表形象，建立师德风范。正所谓“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由此必须提高辅导员的思想境界和师德修养。辅

导员必须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要提高忠诚党和人民教

育事业的觉悟，增强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爱岗敬

业精神，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自己的言传身教，

启发和感染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四、勤勉的工作作风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核心真谛

周恩来精神在工作上主要表现为勤奋刻苦、求真务实、
尽职尽责、发扬民主、廉洁奉公，周恩来以自己崇高的行为

教育并感染了青年一代，他生前佩戴在胸前的“为人民服

务”徽章是其真实写照，他本人在苦撑“文化大革命”危局时

说过，他这一生只有八个大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

周恩来精神的核心真谛。
今天，辅导员如果都能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层面上认

识问题，对于他们树立远大的政治理想定会大有裨益。辅导

员言行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教育的功能多数是

靠自身美德来发挥作用的。在生活和工作中要言行一致，要

表里如一，更要以身作则。要有一种扎扎实实的工作行动，

要有求是创新的生活作风。诚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辅导

员的工作是辛苦的，生活是清贫的，但也决不可丧失志向，

改变人格，丢掉气节。辅导员是教育者，对自己更要高标准、
严要求，要多一些奉献精神，少计较个人得失，以多为国家、
社会做贡献为荣，以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为荣，这样才能培养

出一大批对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能认真履行并努力为社会

做贡献的大学生。这样才能塑造出核心的人格魅力。
五、广博的智能水平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外化体现

知识是人格力量产生的重要基础，人格缺陷往往来源

于知识的贫乏。周恩来精神中的重要方面就是智慧的力量，

他一生博学多才，精通几国外语，在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

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但他追求的是创新、求同存异。他的智

慧是全面而系统的，既有精于哲理、长于历史的睿智，又有

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才智；既有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机

智，又有顾全大局、团结多数的明智。他学贯中西还求索不

已。周恩来曾说过：“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广博的智能水平，还体

现在多谋善断的非凡决策和指挥能力上。冯玉祥曾折服于

他的博学多识和坦诚人格，发出了“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
感慨。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对象是具有较高智力结构和专业知

识的大学生，他们兴趣广泛、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这就要求

辅导员既要具有较高的文化业务素质，又要具备统观全局

的战略思考和推理能力；要有权衡利弊的决策能力；要有吸

引人、了解人、公正处事的组织能力；兢兢业业，务求必得的

办事能力；科学严谨的文字能力；审时度世的应变能力；创

新、革新和综合的能力，使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能力等。
辅导员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扩大对艺术、文学、历史等

知识的涉猎。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便能在工作中

回答、解决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到以理服人，能

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找到共同语言，给学生树立治学的榜样，

让自己的人格塑造有完美外化体现。
六、丰富的人情意蕴是辅导员人格塑造的灵魂升华

周恩来精神不仅包含作为伟大领袖角色的那种坚定、
忠诚、才华、机智和勇敢，也独特地蕴涵了他作为平民平凡

角色的那种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慈祥、亲和、大度和平等，

更包含了他那作为高官的公仆、律己、勤政、廉洁和俭朴。以

上种种升华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就是“爱人”———即孔子所

说的“仁者爱人”。一个人要想真正做到“爱人”，就必须设身

处地，进行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吾不欲人之加诸吾也，吾亦无欲加诸

人”，这三个相互联系而又相辅相成的原则，是孔子爱人思

想的集中体现。周恩来把仁爱思想贯穿到个人品德修养的

过程中，运用到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从而使他的人际交

往方式具有丰富的人情意蕴。周恩来曾说道：“对人民，我们

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

人民服务。”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想人民所想，急

人民所急，心甘情愿地当“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大力倡导平

等、互助、博爱精神，这无疑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但凡为人，皆有爱心，爱与被爱，是人性的根本诉求之

一。高校辅导员应带着深深的爱做好工作。辅导员只有以自

身强烈的情感去感动学生，方能产生“亲其师，信其道”的向

心力，才能起到好的教育效果。尤其要更多关心那些生活上

有困难、学习上有压力、思想上有障碍的同学，用甘泉哺育

他们的心灵，精诚所至，才能顽石为开，促进共同进步。本着

“真诚、理解、关心、公正”的原则对待学生，在不违反原则的

前提下包容学生，给犯错的学生重塑自我的机会。大学生离

开父母，告别家园，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而又充满竞争色彩

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环境，更需要爱的关怀、温暖和滋润。事

实表明：爱，是高校辅导员必备的通行证，是辅导员人格塑

造的灵魂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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