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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树立崇高的理想,没有

了解服务于社会、集体和国家才是理想信念的

真正旨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理想的升

华,体现了理想信念的崇高性。周恩来为了人

民的利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的事迹,必将激励

大学生去除理想追求中的功利化的色彩,真正

成为中华民族的 脊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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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进取精神对青少年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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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坚定信念、务实奋斗、敢于创新是周恩来积极进取精神的核心内涵。要使青少年
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必须培养其积极进取精神。周恩来的进取精神启示我们:引导

青少年树立理想信念, 是培养其进取精神的灵魂;锻炼青少年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是

培养其进取精神的基石;锻炼青少年科学理性、敢于创新的品格,是培养其进取精神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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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进取精神,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力量
源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断进步的内在动

力。青少年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希望,在竞争

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青少年进取精神是青少

年成长的关键。学习研究周恩来精神旨在弘扬

周恩来精神,探究其现实意义。本文重点论述

周恩来进取精神对青少年教育的现实启示。

青少年教育应该是有成熟思想的人对有思

想但不成熟的人的引导,因此学校培养出来的

产品 不应该是批量的相同规格和型号的 罐

头 ,而应该是各具特长的有着自己理想目标、

危机意识、创新思维和为实现目标踏踏实实工

作和奉献的人。然而中国青年大学毕业后是什

么状况呢? 正如学界正在流传着的 钱学森问

题 : 为什么中国培养的人才多如牛毛,而天

才却凤毛麟角? 原因在于缺乏理想目标,缺乏

艰苦奋斗精神,更缺乏的是勇于创新的精神。

周恩来的一生正是坚定信念、崇尚理想、

追求真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断进取的一

生。 [ 1] 33笔者以为,周恩来进取精神大致包括三

层含义:志向高远、信念坚定,是其进取精神的

内在动力;务实求真、艰苦奋斗是其进取精神的

基本要求;理性科学、敢于创新是其进取精神的

突出表现。

参照周恩来进取精神,我们应抓住以下三

个方面做好教育工作。

一、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想信念,

抓住培养其进取精神的灵魂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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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振奋,不论前进的道路如何曲折、人生的境

遇如何复杂,都可以透过乌云看到曙光,不会迷

失方向。青少年只有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明

确自己将来做什么人,走什么路,才能以惊人的

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就事业,开创未来。

周恩来之所以能坚韧不拔地学习,不断进

取,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就在于他从

青少年时期便心怀祖国,把拯救中华作为自己

的志向,把中国革命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

自己坚定的信念。

周恩来 13岁立志 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

书,时时处处关心国家大事。在南开中学时,就

提出: 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

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

之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 [ 2]37表达了以拯救

中华为己任的志向。正是救国济世的志向促使

他在旅欧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经过对各

种主义的推求比较,逐步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

自己的信仰,从此坚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信念。

从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理想信念形成过程可

以看出,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决定其人生有什

么样的目标和道路,同时也提供其前进的动力。

抓住了理想信念,也就抓住了进取精神的灵魂。

回头看看当前中小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目

标,进入名牌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 (未必

是社会的需要 )。上了大学,不少会变得懒散。

他们觉得自己吃了 12年的苦头, 现在该放松

了。可能他们确实需要休息,但学业更上一层

楼的动力因此荡然无存。做什么人、走什么路

在他们心中没有清晰的概念。

中学生的理想目标是考上大学,大学生的

目标是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后的理想是买房买

车娶老婆或者嫁个有钱的老公。不能说没有目

标。但若再问他的理想信念是什么? 他到底想

要的是什么? 内心追求和价值目标是什么? 可

能没有人会回答。某大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理想选择 选项中选择 成为共产主义者 的

占 9 99% , 选择 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有

43 35% ;在 理想信念坚定程度 一栏, 认为

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 的有

52 43% , 认为 难判断 的有 33 97% , 有

46 01%的人认为 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

富国强就行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决

心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几乎占一半,这说

明多年来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相当部分大学生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不

足,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说不清、迷惘

困惑,甚至几近一半的人不在乎姓 资 姓 社 。

梁启超 1900年就发出了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

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

雄于地球 的强音,然而今天的青少年一方面

追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却对社会

建设不闻不问,何谈进取精神?

二、锻炼青少年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

精神,抓住培养其进取精神的基石

  仅有理想信念,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干
劲,只能流于空想。理想的实现要通过一条充

满艰辛的曲折道路,有赖于脚踏实地、持之以恒

的奋斗。艰苦奋斗是保持进取精神的基石。培

养青少年积极进取精神必须首先培养其艰苦奋

斗的精神。

周恩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条件,母亲

35岁时就因肺病去世。由于祖父生前不事生

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家境衰落。周

恩来 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 我

十岁、十一岁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

出应酬∀∀ [ 3] 2 12岁离开家去东北,在铁岭入

小学,后去沈阳入学,开始受西方教育,读革命

书籍,开始了他一生的转变。 15岁入南开中

学,起初学费靠伯父支付,后来伯父的积蓄花光

了,因学校的费用太高,他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

干活挣钱, 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

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 4] 17。周

恩来生活很简朴,只有一件蓝色棉上衣,他每个

星期天洗衣服,星期一又穿着去上学。 19岁在

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寻求济世真理。 22岁

为进一步探求真理经南开中学创办人严修资助

旅欧求学,并与 #益世报 ∃商定,作为该报记者,
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

生活。

周恩来之所以能在逆境中成功,成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首先在于他有远大的理

想和坚定的信念,同时具有坚强的韧性和敢于

吃苦的精神。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周恩来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奋斗

了一生。 1920年 1月, 22岁的周恩来在自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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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 #觉悟 ∃第一期发表了 #学生根本的觉悟 ∃
一文,指出, 当着实行的时候, %奋斗 &、%勇
敢 &、%牺牲 &三种精神缺一种,实行便做不到真
处 [ 5] 462。旅欧回国参加革命后,从领导上海工

人起义失败到打响南昌起义的枪声,从中共六

届四中全会被批到遵义会议让位,从西安事变

的推动到双十协定的完成,从国共谈判到政协

的建立,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到中国的外交,从

反冒进到 文化大革命 十年的苦撑,从中国革

命胜利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无不渗透

着周恩来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

由此可见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之间的密切

关系。信念是人不断进取的内在动力,没有信

念无法忍受艰难困苦,遇到挫折有可能会畏缩

不前。但是仅有理想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理

想也无法变成现实。因此,理想信念是保持进

取精神的内在动力,是灵魂,艰苦奋斗是保持进

取精神的基础,是保障,是基石。

如今的青少年不仅缺乏远大的理想信念,

还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社会的影响和家长的

溺爱阻碍了青少年艰苦奋斗习惯的养成。社会

倡导 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盲目攀比,超

前消费,满足于享受渐渐成为时尚潮流。人们

的价值取向更加物化、功利化。青少年的选择

能力判断能力还不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

成中,再加上他们的好奇和爱模仿,因此极易受

外界影响。家庭方面,一些家长不科学的思想

观念和教养方式导致孩子养成过分自我、虚荣、

请客拉关系等坏习性。有的家长 金钱至上 ,

平时忙着赚钱没有时间陪孩子,总觉得亏欠孩

子的,为了弥补这种 亏欠 ,孩子要什么给什

么。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富家孩子,从不为钱

发愁,进而认为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

的一切。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长,往往在孩

子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期望,认为 再苦不能苦

孩子 ,自己没本事,赚不了很多钱, 所以宁可

自己累、自己苦,也不能让孩子做任何事情,这

就致使孩子的虚荣心不断膨胀,吃苦耐劳精神

严重缺乏。 艰苦奋斗 在他们看来早已经过

时了。他们不理解艰苦奋斗并不是要求青少年

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吃糠咽菜,过苦行僧的生

活,而是要求青少年敢于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

敢于迎接挑战。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进取没

保障,更谈不上成功了。

三、锻炼青少年科学理性、敢于创新的

品格,抓住培养其进取精神的重心

  周恩来之所以能成功,不仅仅在于其高远
的志向和理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还

在于他敢于不断创新,积极创新。创新是周恩

来进取精神的突出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

第一, 想要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

现在最新的事情; 学要离现在最近的学

问。 [ 5] 331 332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被

外国欺凌,就在于不能改革,不善于图新,又不

能保旧。要想让中国强大起来,就要像西方国

家那样改革图新。新中国建立后,他要求无论

是文艺工作还是科学技术, 都要善于创新。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

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 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

精神相结合。 [ 6]441引进技术,只能 一学,二用、

三改、四创 , 就是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

周恩来本身也善于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建树,不仅拓展与丰富

了毛泽东思想,而且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

想渊源。

现有的教育评价机制限制了青少年创新品

格的发展。从幼儿园开始,青少年所接受的教

育都是有固定答案的应试教育,用不着苦思冥

想,只要能记住答案就万事大吉了,哪里还需要

创新思考? 更不需要创新精神。如果有个别学

生有创意,不按 规矩 办,那就是不入流,社会

认为这样的孩子不务正业。整个社会这样的评

价标准扼杀了青少年的创新天性。

四、发挥联合优势,培养青少年进取精神

  要让青少年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需要的人
才,必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合优

势,克服现有教育方式的缺点,培养青少年的进

取精神。

首先,学校要发挥教育主阵地的功能,引导

青少年树立理想信念。 1、激发学生的危机感。

危机感是激发学生自觉树立崇高理想的催化

剂。现在,我们的国力虽然增强了,国际地位也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但是,中国

还不能算是一个强国。仅靠 GDP的数字不能

证明自己的强大。中国的发展靠的是资源的过

度投入,能源的过度耗费,人力的大量堆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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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量并不高。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非常之

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从没有放弃过对中国

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尤其

把希望放在青少年身上,从思想上精神上意志

上改变中国的青少年,让他们迷信美国的民主

自由和生活条件,然后摧毁他们的意志,最后实

现和平演变。作为中国的青少年,未来中国的

栋梁,更应该有危机意识。每个中国青少年不

一定热爱共产主义,未必赞同社会主义,但一定

是爱国的。因此,引导他们不论将来从事什么

职业,都能自觉把个人的奋斗目标同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今天的

学习进步同祖国明天的繁荣昌盛紧紧联系在一

起。 2、切合实际,引导鼓励。青少年由于缺乏

足够的阅历和学识,不能全面地观察分析自己。

在重大问题面前,也常常思考不严密,容易形成

从众心理,对人生的价值判断标准趋向多元化,

需要教师或长辈的正确引导。而一定的思想或

事物成为一个人的信念,需要有明确的认知和

强烈的情感。仅仅靠空洞的理论说教不能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因此对青少年要多鼓励,少指

责。用和他们同时代的正面的形象,亲身经历

的重大事件,如汶川地震展现出的英模,北京奥

运会的健将,感动中国的代表人物等加以引导。

针对青少年人生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学习方

法的掌握,学习目的的明确,发展方向的设定,

工作岗位的选择,如何择友,如何面对恋爱,如

何面对困难,如何面对挫折等问题给予建议,而

不是告诉他答案。 3、重视实践,艰苦锻炼。学

校还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理论

课的同时要开实践课,尤其是文科的学生。有

固定的劳动课 (周 )参加社会生产。一方面培

养学生吃苦的能力和动手的习惯,另一方面,将

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要求学生每学期

写一份调研报告,培养其调查研究的习惯和克

服困难、钻研创新的能力。当然应该建立科学

的评价机制,否则也是空谈。 4、全面育人,培养

创新能力。学校要坚持 全面育人、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

的素质,彻底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个

性发展和创新意识培养的状况。学校的教育环

境要有明确的教育理念,言行一致,而不是说一

套做一套。无论是一线的教师,还是为教学服

务的职工,都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是引导而

不是说教。

其次,发挥家庭教育的辅助功能,培养学生

的艰苦奋斗精神。

要让家长了解学校教育理念,配合学校对

学生的教育。家长要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引导孩

子,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艰苦奋斗的习惯。让

他们体验到赚钱的辛苦,而不是一味满足孩子

的物质要求。通过组织家访、家长和学生共同

参与团队活动等形式,促进家长教育观念的

转变。

最后,发挥社会的综合依托功能,保持学生

奋斗不息、敢于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学校要办

成精神文明的传播阵地和窗口,用小环境影响

大环境,用学校教育理念推动全民教育理念的

转变。开放课堂,给附近愿意进学校听课的市

民以机会,给学校周围的居民一个清晰的教育

形象,让他们感受到学校的教育理念,从而与学

校的教育相协调。优化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工

具,如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的宣传要有利

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要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和全

面发展。对优秀人物的先进行为和思想,应大

力提倡、推广,鼓励、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人生观。青少年宫、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体育场所等要定期向青少年开放,以丰富他们

的课余文化生活。加强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整顿社会文化市场,对一些宣传暴力、色情、

凶杀等有害内容的报刊、杂志、音像制品必须实

施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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