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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思想家，他功勋卓著、品德高尚，在中国乃至世

界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翻身不忘毛

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成为人们的共识。周恩来的

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精

神。党史专家石仲泉就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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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恩来精神来引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恩来精神的和谐意蕴

周恩来精神是一种价值体系，它全面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精神，全面展现了周恩来对

真善美的追求，周恩来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和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品质。
中华五千年历史孕育了深厚的文化，也给每一

个中华儿女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钱穆

先生所说：“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在

中国人身上。”周恩来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就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说过

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中国传统

文化的长期熏陶，规约了周恩来的思维范式，可以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立身之本。但需要特别强

调的是，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是继承者，又是

一个扬弃者。正是处理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和弃

的关系，才使他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理想的范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因此，可以

说周恩来是我国传统文化和美德的最好继承者。和

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恩来这一生也在不断

地诠释着着这一精髓。
第一，周恩来具有和谐思维，追求和谐是他的

一贯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谐文

化。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能够忍受政治上的

挫折而顾全大局，相忍为安，以求和谐。在外交工作

中，他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以达到和谐与和平共

处的目的。中庸之道和矛盾论是周恩来和谐精神的

哲学基础，允中、知权变通是周恩来创造和谐的有

效方法，真、诚、信是周恩来和谐精神的情感基础。
周恩来的和谐精神是周恩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把这种精神贯穿到他事业和与人相处的各个方

面，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

恩来富有和谐精神和为人处事的中庸和谐方式，被

世人堪称楷模。
第二，周恩来是具有和谐理念的领导者。新中

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总理、国务院总理

长达 26 年，他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
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都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

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要居于首

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

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

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

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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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全面发

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

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不难发现，

周恩来不仅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个人，还是一个贯彻

和谐理念的领导者。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不和谐的地方

人是环境的产物，不仅人的生存和发展要以一

定的环境为前提，而且人的思想政治品德也是在一

定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

环境的营造上存在着重学校教育轻德育大环境的

缺陷。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空间上看，有学校环境、

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之分。在我国，国家对学校教

育历来比较重视，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财政上都给

予了极大的支持，学校也能够按照要求，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家庭与社

会同样是青年学生生活和成长的主要环境，所以决

不能忽视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德育教化功能。而

许多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能

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大环境，

最终导致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对大学生教育存在

一定程度的“异质、异步、异向”的现象。这具体表现

为:一是在价值观上,高校力图以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家庭教育往往以关心子女幸福为

目的，引导学生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受市场经济

的负面效应的影响，社会上则是物欲横流、功利为

本。这种反差和冲突，大大削弱了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出现“5+2=0”的现象。二是在生活方式

上，学校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始终提倡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但是，在家庭教育中，由于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现阶段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

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溺爱有加，使学生养成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甚至缺乏基本

的社会生存能力。与此同时，社会上一些人大吃大

喝、一掷千金的奢侈风气也对青年学生产生着消极

影响。况且，高校内部环境也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

因素。如教师素质不高、学校管理不完善等等。
三、以周恩来精神为依托，塑造高校和谐育人

环境

“环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控制人们

的行为具有巨大的约束力”；“成人有意识地控制未

成熟者所受教育的唯一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
以上观点都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样，环境对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者

通过某种手段、方式向受教育者传输符合社会要求

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过程。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中，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才能通过一定形式、
手段联系起来。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说，虽然社会

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目前来说对他们

影响最大的还是学校环境，所以要求在环境的营造

上要以和谐校园建设为基本取向。“要让学校的每

一面墙壁都会说话”，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指出了

和谐校园环境建设的目标。以周恩来精神为依托，

塑造和谐育人环境，就是要使学校的每一面墙壁、
每一个角落都体现周恩来的和谐精神，展现和谐的

魅力。
和谐校园环境是自然环境、物质环境和文化环

境的和谐。如果说物质环境是人为力量试图对受教

育者施加影响，那学校的自然环境虽然也留有人为

的痕迹，但对学生的影响还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

式。纯粹的自然风光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人身心

愉悦，而学校的自然环境应具有教育作用，要以其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被学生所接受。校园的

物质环境主要包括教学场所、活动场所、生活休息

场所、各类设施装备等。校园物质环境既是学校生

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精神环境中各种因素的载

体，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离开特定的校园环境

而进行。美好的校园环境应对人产生持久的、潜移

默化的教育影响，能引起学生思想感情、审美观念

的变化。校园的物质环境不能是纯粹的物质堆积，

而应是渗透着一定的审美文化意蕴的，能对学生产

生无形的影响。校园物质环境建设要以其直观的形

象、独特的装修、高雅的布置，能给学生以美感和艺

术的享受，甚至一幅画、一句名言、一个警句、一条

标语，都要能给学生传递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信

息。
文化环境主要包括校园风气环境、校园组织环

境、校园规范环境、校园舆论环境等几个方面。校园

风气是通过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治学态度、工作

作风等具体表现出来的，表现为领导作风、教风和

学风。校风是校园文化的本质体现，是学校师生共

同创造形成的、具有办学特色的、全局的、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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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和行为作风，是学校管理和办学水平的集

中表现。校风是学校环境中的无形力量，对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的形成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优良的校风具有无形的约

束力，它一经形成，就会在学校中形成一种氛围、影
响学校的教学与教育活动、约束师生员工的言论和

行为。良好的校园风气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全校

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校是由各级各类组织

共同发挥作用而得以良好运转的系统。学校各级组

织运转是否正常及相互协调的能力如何不仅决定

着学校能否良好的运转、教学活动能否正常进行，

尤其是学生自治组织是否健全会对学生的生活和

学习具有重大的影响。要优化校园的组织环境，就

要建立层次清晰、规模合理、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

并保持组织的开放性和有机联系，尤其要注意加强

学生自治组织的建立和健全。我们强调组织的重要

性，并致力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建立，但是我们不

可忽视建立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组织成员更好

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在组织中要尊重个体的价值

观，协调个体价值与组织价值、学校价值之间的关

系。俗话“无规矩，不成方圆”。以和谐校园为取向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环境必须是规范的环

境，即千差万别的事物在一个统一体中，各不相害，

和谐相处，相得益彰。要优化校园的规范环境，就要

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有章

可循。校园舆论环境的优化，要发挥校报作为学校

舆论宣传喉舌的作用，健全办报信息网络和队伍建

设，扩大稿源的手机渠道，力求贴近现实、贴近学生

生活、贴近实践，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优良的

软环境。在优化校园舆论环境时，尤其要注意学校

网络环境的净化。网络以其生动性、信息的多样性

和信息的海量性为现代的大学生所推崇，但是不可

否认网络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所以必须对

校园的网络进行控制，防止负面信息对学校的负面

影响。
再者在环境的营造上，一定要注意学校环境必

须是一个整合的环境。学生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团

体，学校必须平衡社会环境各成分的影响，避免学

生受制于某个特定团体的狭隘思想的禁锢。学校环

境必须与更广阔的环境建立联系，从而走向平衡、
理性的道德与价值的选择。在建设优良的学校环境

时，应注意不可为学生提供“宾馆式”的教育环境，

而更应提倡“自助式”的教学理念。即我们在强调学

校环境的净化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干净”。
因为学校生活只是学生一生中短暂的一部分，他们

的将来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若在

学校期间他们吸收的全部是“纯纯的氧气”，到了社

会这个充满各种气体的环境中，他们轻则会有“压

抑”的感觉，重则会“窒息”。所以，在学校环境建设

时，应实时适量的注入一点“二氧化碳”，这样可以

增强学生的免疫力，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使

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环境。
周恩来被世代中国人尊称为伟人，更被现代大

学生推崇为完美的偶像。以周恩来精神为依托的思

想政治教育更易被现代的大学生所接受，以周恩来

精神为依托塑造的环境也更具有教育意义。挖掘周

恩来的和谐精神，塑造和谐的育人环境，是特色育

人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的重要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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