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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太行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德育价值 ①

吴尹浩
（南开大学 马列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太行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延续，凝聚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质。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具有支柱作用、引导作用、教育作用、凝聚和激励作用，对于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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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精神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
产党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

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

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

神［１］。世纪之交，江泽民考察太行地区时提出：“要发扬老

八路的光荣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２］

１　太行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１．１　太行精神孕育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

伐。北平、天津很快失守，日军兵分数路进攻中国内地，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山西危急，华北危急，中国

危急！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

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了具体的部署。随后，

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

地，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大量地杀伤和牵制敌军，使

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太行精神正

是诞生于抗日的烽火中，根据地军民以高度的民族责任

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

１．２　太行精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
太行精神是根据地军民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尤其

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把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加

紧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面对日军的进攻，根据地军民把

不畏生死、敢于战斗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先后粉碎了

“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和“铁壁合围”，并在

黄土岭之战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力挫日军锐气。

在抗战中，太行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

太行区和太岳区牺牲的将士就达到了１．３万余人。八路

军副参谋长左权、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张友清等人为国

捐躯。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不朽的太行精神，使太行精

神成为激励后人的巨大动力。

１．３　太行精神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上创新
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还形成了薪

火相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热爱国家是其中的重要方

面。党领导敌后根据地军民用英勇杀敌的伟大行动丰富

和发展了民族精神，使太行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道，成为推进党的伟大事

业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力量源泉。太行精神并不局限于革

命战争年代，它以强烈的民族性、时代的先进性、高度的

实践性、生动的民主性，成为引领民族振兴的一面旗帜，

代表了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精

神力量。

２　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高校是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阵地，肩负着

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社会

思潮交织和文化形态并存的时代，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引

导和教育，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误入歧途。在新形势

下，用太行精神引领高校德育工作，将促进青年学生“努

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

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

苦创业的新一代”［３］。

２．１　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的支柱作用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

件，也是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就是

坚定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以及对党的信赖。弘扬

太行精神，有助于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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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政治觉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提倡太行精神时所

提出的，“要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

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

忠诚；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密切联系；锤炼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

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４］

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伟

大民族精神，今天仍然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

神，发愤图强，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５］用太行精神教育青年学

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增强对拜金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风

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有助于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有用之才。

２．２　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的引导作用
弘扬和培育太行精神，关键在于发挥太行精神的引

导功能。太行精神的引导价值主要是指太行精神在大学

生信仰的夯实、人格的形成和价值观确立等方面的积极

影响。太行军民之所以能经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表现

出惊人的战斗力，就是因为他们持有共同的价值标准、道

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自觉将其渗透到战斗和生产的各

个领域和方面，成为引导和规范广大指战员思想和行为

的无形力量。

发挥太行精神的示范引导作用，是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一要广泛开展太行精神的理

论宣讲活动，引导大学生全面领会太行精神。广泛组织

党史研究人员特别是太行精神研究的专家、学者深入学

校宣讲太行精神的产生、内涵、意义以及八路军的历史，

使大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太行精神的真谛。重视发挥学

生社团的独特作用，使学生社团成为大学生学习、宣传、

研究、实践太行精神的重要阵地。二要充分发挥典型人

物的引导示范功能，请八路军老战士或烈士亲属给大学

生作报告，向学生讲明白、说透彻，让青年学生进一步了

解太行军民抗战的光辉历程，以及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

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三要组织大学生开展各种实践教

育，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切身体验太行精神。德育工

作者应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并把太行精神作

为指导思想加以贯彻，使青年学生在切身体验太行精神

的过程中感悟崇高、升华境界，在参与中怡情养志、益德

益智，不断提升自身的文明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

２．３　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的教育作用
首先，太行精神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受到红色信仰的

陶冶，使大学生认清历史责任，树立远大目标，坚定理想

信念，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发扬党的优良

作风。其次，太行精神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受到英雄精神

的感染。先辈们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将

不断激励大学生追求理想、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而奋斗。第三，太行精神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受到高贵品

质的熏陶。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及其身上所体现的中华传统美德，是

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良好素材。第四，太行精神教育，

可以使大学生受到集体主义洗礼。当代的大学生以独生

子女居多，个体独立意识强，但是缺乏服务他人和奉献的

精神，亟待加强集体主义的教育。

２．４　太行精神在德育工作中的凝聚和激励作用
太行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

断地武装、教育、塑造、规范、统一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

群众归属感不断得到满足和强化的过程。理想和信念迸

发出强大动力，体现了太行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使得太

行军民在装备落后、物资匮乏、前有明枪后有暗箭的不利

条件下，紧紧依靠对革命理想的坚定追求和对革命必胜

的执着信念，凝聚了一批又一批忠诚无畏的革命斗士。

在德育工作中践行太行精神，就是要使大学生在共

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下紧密团结起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产生一种凝聚

力和创造力，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德育

工作应教育当代大学生，要像当年聚集在太行的青年那

样，把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放在首位，使青年一代深

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切实把个人成才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

紧密结合起来。

激励是德育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一种激发人

的行为动机、维持和提高人的动机水平并使其朝着预定

的目标持续努力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手段。邓小平指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行精神激励为主，物质鼓

励为辅的方针。”［６］１０２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务实，但缺乏

艰苦奋斗精神，更需要太行精神的激励。把太行精神渗

透到荣辱观教育中，激励他们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自豪感，激励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发展观，牢牢把

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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