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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心理认同。目前，当代大学生具备强

烈的政治认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期

待。然而，面对快速更迭的网络时代，网络中流行的“毒

鸡汤”“凡尔赛文学”“丧文化”等信息对大学生产生不

同程度的负面作用，影响他们牢固树立理想信念。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兵团人克服困难、战

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

壮年、知识青年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远万里，扎根

兵团、奉献兵团。其中，支边青年顾薇君，为了草原儿

女的启蒙教育奉献青春和终身，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忠

诚。江苏支边青年沈桂寿，因看到对岸邻国士兵升降国

旗后，便连夜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搭起升旗台，从此

坚持十五年如一日在边境线上升降国旗，感动和激励了

无数人。在兵团，还有许多这样的青年，当国家和人民

需要时，他们毫不犹疑、挺身而出，奉献自己的青春力

量。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之所以能够聚居在环境艰苦的

边疆，在这里建功立业，正是拥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和坚

定的信念。引导高校大学生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与他们

产生情感共鸣，可以帮助大学生化解颓废消极情绪，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让青春在实现民族复兴中

国梦中焕发光彩。

3、艰苦奋斗的引领功能

艰 苦 奋 斗 是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来 的 优 秀 传 统 ， 是 每

个人成长进步、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 [6]诸多实践表明，实干兴邦。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青年学子培养艰苦奋斗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立鸿鹄之志，敢于做新时代的奋斗者。目前来看，

大学生基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政治信仰，能够将

艰苦奋斗的精神付诸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但随着社

会不断发展进步，市场经济的负效应逐渐明显，部分学

生的奋斗目标具有较强的功利化倾向，把提升就业门槛

作为学习动机，出现不同程度重个人价值、轻社会贡献

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兵团精神为大学生培育艰苦奋斗精神提供了典型范

例。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现为敢于和恶劣的自然环

境顽强斗争，坚持把漫漫黄沙变为片片绿洲，在戈壁荒

漠中建起座座高楼。半个多世纪以来，兵团人长期夏战

三伏，冬战三九，在茫茫盐碱滩上垦田地、修水利、办

矿厂，创造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奇迹。长期以来的艰苦创

业，培育了兵团人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将这种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引导高校大

学生树立远大抱负，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不

劳而获等错误思想的侵害，从而培养吃苦耐劳的高尚品

质，保持永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兵团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

兵团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念，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素材。为了彰显兵团精神的

育人价值，促进其在大学生群体中有效传播，必须利用

思政课堂、校园文化建设、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方式促进兵

团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二者融合，以期达到理想效果。

1、主渠道：兵团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堂 是 高 校 大 学 生 进 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的主要渠道，把兵团精神渗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是对大学生进行兵团精神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要将兵团精神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结合，首

先，思政课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育人先育己的价值理

念，充分挖掘兵团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并进行

深入研读，才能为学生做更好的讲解，达到满意的课堂

效 果 。 其 次 ， 思 政 课 教 师 在 课 堂 中 渗 入 兵 团 精 神 教 育

时，要将相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中融入兵团精

神形成发展时期的感人事迹，如冰峰五姑娘、塔河五兄

弟、四十七团老战士等，让学生能够潜移默化地了解兵

团精神。最后，在教学内容上，思政课教师要找到理论

课堂与兵团精神的契合点，例如，在“概论课”中讲到

有关“党的基本路线”内容时，可以将党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兵团精神的内涵联系起来，以此让

学生学习到更多与兵团精神有关的内容。兵团精神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将其融入到“思修课”中的第二、

三章有关“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教学讲授

中，可以使学生深刻领会兵团精神的价值。

2、主阵地：营造浓厚的兵团精神校园文化环境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7]校园文

化 是 高 校 进 行 文 化 育 人 的 主 阵 地 ， 具 有 重 要 的 人 格 塑

造、精神凝聚和情感熏陶等育人功能，能够在日常生活

中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高校“构建充

满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

去感染学生，促进教育效果的最优化。”[8]高校要推动兵

团精神与大学校园文化融合，营造浓厚的校园精神文化

氛围。首先，通过宣传推广的方式，在学校建筑、教学

楼、宣传栏等直接可见的地方嵌入兵团精神相关内容，

直 观 展 示 兵 团 精 神 ， 进 而 提 升 大 学 生 对 兵 团 精 神 的 认

知。其次，开办以兵团精神为主题的讲座，通过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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