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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我国各项

事业的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历 史 方 位。新 时 代 我 国

大学应担 负 起 怎 样 的 新 使 命？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

的首要问 题。我 国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社 会 主

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

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

向目标。”［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我国大

学使命的核心要义。

一、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作为一种 有 目 的、有 计 划、有 组 织 地 培 养 人

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是一项人类特有的伟大发

明创造。这项发明创造，源自于人类社会生存与

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通过人的培养以实现

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培养人是教育的

核心问题，培 养 什 么 人，则 是 教 育 开 宗 明 义 要 予

以回答的首要问题。
培养什么人之所以成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

因为它关 涉 到 教 育 的 目 的 这 一 所 有 教 育 实 践 活

动的出 发 点 和 归 宿，指 导 和 支 配 着 整 个 教 育 过

程。它是教育 的“魂”，决 定 着 教 育 的 性 质，一 切

教育过程、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是服务于教育

目的实现的手段。蔡元培先生在当年《就任北京

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告诸学生：“诸君来

此求学，必 有 一 定 宗 旨。欲 知 宗 旨 之 正 大 与 否，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

京不少专门 学 校，入 法 科 者 尽 可 肄 业 法 律 学 堂，
入商科者亦 可 投 考 商 业 学 校，又 何 必 来 此 大 学？

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
自趋正 轨”，“宗 旨 既 乖，趋 向 自 异”［２］７４－７５。由 此

观之，不 同 大 学，性 质 不 同、宗 旨 各 异，其 教 育 理

想和办学旨趣也各自分别。然而，一所大学无论

有着怎样的 教 育 理 想，归 根 结 底，都 是 对 培 养 什

么人这一核心命题的回答。
教育的目 的 植 根 于 国 家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客 观

需要。教 育 首 先 产 生 于 社 会 自 我 存 续 的 需 要。
早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将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智

慧传递 给 后 代，以 此 增 进 族 群 的 生 存 能 力 和 机

率，并由此产生了原始的教育形态。随着私有制

和国家的出现，教育成为统治者增强自身力量的

重要途 径。例 如，在 奴 隶 社 会，接 受 教 育 是 奴 隶

主子弟的特权，我国西周时期只有国子和贵胄之

子才能入学，古 代 印 度 甚 至 有 法 律 规 定，谁 让 低

贱的首陀 罗 接 受 教 育 会 被 处 以 死 刑。在 封 建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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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森严的等 级 制 也 决 定 了 教 育 的 等 级 性，不 仅

广大下层子弟被排斥在教育之外，就是在统治阶

级内部 在 受 教 育 权 方 面 也 有 严 格 的 等 级 界 限。
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教育给予自己的子孙后代以

特殊的培养，以 帮 助 他 们 提 升 治 理 国 家 的 能 力；
另一方面，统 治 者 又 通 过 教 育 实 现 教 化 民 众、维

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统治目标。现代社会，一

方面，教育服务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目的和功能并

未改变；另一 方 面，随 着 工 业 化 和 民 主 化 社 会 发

展进程，学校 作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社 会 组 织，教 育 作

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过程，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促进

社会进步 和 社 会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法 的 功 用 不 断 凸

显。通过教 育，个 体 得 以 摆 脱 蒙 昧 无 知，人 类 知

识得以创造 和 积 累，人 类 文 化 得 以 传 承 和 创 新，
人类社会 得 以 存 续 和 发 展。通 过 教 育，社 会“能

够明确地表达它自己的目的，能够组织它自己的

方法和手段，因而明确地和有效地朝着它所希望

的前进目标塑造自身。”［３］１０现代教育既为当下的

社会改革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也按照理想的蓝

图塑 造 未 来 社 会，按 照 未 来 社 会 的 需 要 塑 造

新人。
由此观之，教育这种通过人的培养和塑造来

实现社会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机制，自其诞生之时

起，就是为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而服务。因

此，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归根结底不仅仅是个人主

观意愿的表达，而且深深根植于国家与社会发展

的客观要求之中。
任何国家的教育宗旨和目标，实质上都是国

家自身政治要求的直接或间接表达，也即任何国

家的教育发展都是以培养服务于政权巩固、国家

治理的特 定 人 才 为 目 标。国 家 作 为 社 会 的 最 高

组织和管理机构，拥有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精

神资料生产的双重支配，也必然按照自己的政治

要求来培养人才和塑造社会，从而实现符合其政

治要求的 人 才 生 产 和 社 会 再 生 产。大 学 自 其 诞

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学术

自由”为 幌 子 而 主 张 大 学 的“价 值 无 涉”，或 者 人

为将“学术自由”与大学的意识形态性相对立，要

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一种别有用

心的政治 诉 求。日 本 教 育 基 本 法 明 确 规 定：“在

日本宪法实行后，参加主张对日本国宪法或其下

设的政府 进 行 暴 力 破 坏 的 政 党 以 及 结 成 和 加 入

其他团体 者”［４］９９，要 被 取 消 教 育 公 务 员 资 格，可

见其大学教育并非价值无涉，其教育的意识形态

属性可见一斑。
因此，教育作为一项具有鲜明社会属性和意

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不可能置身于真

空之中，难以 脱 离 国 家 社 会 之 外，无 法 在 国 家 社

会之外找到教育的目标，更不可能在社会之外找

到实现教 育 理 想 的 路 径。“不 食 人 间 烟 火”的 教

育是缥缈空洞的幻觉，如同世上不存在也不可能

造就一个抽象的人，所谓纯粹的教育和抽象的人

一样都不存在。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培养“君

子”“圣贤”为 教 育 理 想，还 是 西 方 社 会 如 英 国 以

培育“绅士”为目标，都是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文

化传统、基于 自 身 的 现 实 国 情、按 照 自 己 发 展 存

续的要求 来 培 养 人 的 历 史 体 现。当 代 中 国 以 培

养社会主 义 合 格 建 设 者 和 可 靠 接 班 人 为 教 育 目

标，以“为 人 民 服 务，为 中 国 共 产 党 治 国 理 政 服

务，为巩固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服 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５］为教

育的指针，也正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植根中国大

地、符合中国 国 情、服 务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社会建设要求的集中体现。
当然，教育这项社会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的特

殊性还在于，这个生产过程不能等同于机械化的

物品生产过程。这是因为，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

实践活 动，教 育 目 标 的 着 眼 处 虽 不 能 脱 离 于 社

会，但教 育 实 践 的 着 手 处 却 不 能 脱 离 于 人 之 个

体。“所谓 普 通 的 教 育，……我 们 却 不 能 从 外 缘

的社会着手，以达于每一个人，而必须从每一个人

身上着手，以周遍于全社会。教育树人，不比工厂

出货，我们不能先有一个公 式，一 个 模 子，一 套 做

法，然后教原料就范。这样出来的东西，我们叫做

货品，同样的货品，同一标准的货品。”［６］６７－６８因此，
教育的推进实有着眼处与着手处的分别，着眼处是

教育的立意，着手处是教育的行动。立意要高，故
需大处着眼、不忘社会；行动要实，故需小处着手、
不忘个体。

二、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如何培 养 国 家 社 会 需 要 之 人 才？ 这 就 需 要

落到教育的着手行动处，需要遵循人才培养的基

本规律。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北 京 大 学 师 生 座 谈 会

上明确指 出：“人 才 培 养 是 育 人 和 育 才 相 统 一 的

过程，而 育 人 是 本。人 无 德 不 立，育 人 的 根 本 在

于立德。这 是 人 才 培 养 的 辩 证 法。办 学 就 要 尊

重这个规 律，否 则 就 办 不 好 学。”［７］在 这 里，习 近

平总书记从教育和办学规律的高度，强调了育人

和育才关系问题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意义。
教育是 一 项 古 老 而 长 新 的 伟 大 事 业。千 百

年来，人们在教育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丰富的教

育经验和规 律，形 成 了 丰 富 的 教 育 思 想 和 成 果。
如中国作为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古老国度，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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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学记》这样的教育经典，其中记载了许多

至今仍富 有 启 迪 价 值 的 教 育 思 想。在 浩 如 烟 海

的教育经典 论 著 中，育 人 和 育 才、育 德 和 育 才 的

关系，一直是 人 才 培 养 的 核 心 命 题，也 是 古 今 中

外教育思 想 讨 论 最 多 的 基 本 问 题。如“才 者，德

之资也；德者，才 之 帅 也”，就 是 中 国 古 人 关 于 德

才关系的 经 典 论 述。即 使 身 为 科 学 家 的 爱 因 斯

坦也在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理 工 学 院 的 演 讲 中 对 学

生提出告 诫：“如 果 你 们 想 使 你 们 一 生 的 工 作 有

益于人类，那 么，你 们 只 懂 得 应 用 科 学 书 本 是 不

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

奋斗的主要目标……”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

科学 思 想 的 成 果 会 造 福 于 人 类，而 不 致 成 为

祸害。”［８］１３１

由此看来，成人与成才、育人与育才、育德与

育才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中

并无太多 分 歧 和 争 议。极 少 有 人 明 确 否 定“成

人”“育 德”的 价 值 和 意 义。然 而，一 个 并 无 太 多

分歧的问题为何反复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提起？

为何在中 国 受 到 几 代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高 度 重

视？为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把立德

树人内化到 大 学 建 设 和 管 理 各 领 域、各 方 面、各

环节”？［７］究 其 根 本，不 外 乎 两 种 原 因：一 是 认 识

不彻底；二是实践不到位。即如清华大学老校长

梅贻琦先生所言“体认未尽、实践不力”。
认识上的不彻底，不在于是否承认育人和育

德的重 要 性，而 在 于 对 其 重 要 性 认 识 到 何 种 程

度。在这一层关系上，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的

解析很是 透 彻。他 认 为 溯 及 中 外 大 学 教 育 的 源

流，就 精 神 而 言，都 在“一 己 之 修 明”、“修 己 以

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思想

最经典的 阐 释，要 属“四 书”之 首《大 学》开 篇 所

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他认为“明 明 德”即 修 己 功 夫，而 所 谓“己”，指 的

是整 个 之 人 格，而 非 人 格 之 片 段，至 少 应 有 知、
情、志三个方面。一般以为“知”仅限于“才”的方

面，实则 亦 属 修 己 成 人 的 重 要 内 涵。因 此，才 智

方面的修为，本就从属于“明明德”的修己功夫之

中。其次，“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
故贵在相当 之 自 动，能 有 自 动 之 功，斯 能 收 日 新

之效。”［９］５１因此，修德修己，是增进才智的理智生

活的基础。其三，治学贵严谨，思想忌偏蔽，非持

志坚定 而 用 情 有 度 之 人 不 办。因 此，情、志 实 属

知的前提，情志方面的欠缺必使才智方面的增进

受限。依此来看，成己和成才的关系，育人、育德

和育才的关系，实乃相位相育、相辅相成，难以分

割取舍的一体两面，绝非一般以为可以偏废前者

而独成 后 者。置 言 之，修 己 成 人 的 功 夫，也 是 对

成才的成全。反之，才智的发展也将因失去其前

提和基础 而 受 到 局 限。育 人 与 育 才 相 统 一 的 人

才培养辩证法惟做如此理解，才算得透彻到底。
实践上的不到位，一则归根结底在于认识上

的不彻底，未能透彻认识育德和育才的辩证统一

和难以分割，这一层前面已陈述。二则在于为急

功近利心所驱使，在功利诱惑和压迫下舍本而逐

末。很多人 在 理 性 上 对 育 德 和 育 才 关 系 的 认 识

并无偏差，但 落 实 到 教 育 的 实 践 之 中，由 于 相 对

内在的德性修养，才智方面的表现更具显性的辨

识度，更有利 于 个 体 在 当 下 的 竞 争 性、淘 汰 性 的

教育机制中 胜 出，从 而 更 快 捷 地 赢 得 功 利 收 益、
享有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加之一些急

功近利者往往得到令人艳羡的短期收益的示范，
更是诱导一些对成人成才关系缺乏透彻认识，或

对教育缺 乏 远 见 卓 识 和 理 智 定 力 的 人 萌 生 投 机

取巧心，从而走上偏攻才智方面而轻忽育人育德

的歧路。实践上的不彻底，也常常由于一己修明

之难。在难易选择中，没有坚强意志和定力的人

往往会屈从于懒惰和懈怠的本性诱导。事实上，
德性修养之 难，非 难 在 一 时 一 事，而 难 在 它 需 要

一生一世的功夫，因此许多人难免在外界干扰或

压力面前半 途 而 废；德 性 之 难，也 非 难 在 外 界 监

督，而难在 它 尤 其 需 要 个 体 的 慎 独 自 觉 的 功 夫。
置言之，才智 竞 争 往 往 是 与 他 人 相 较 量，德 性 修

养则是 与 自 己 相 为 难。胜 人 者 力，自 胜 者 强，自

胜的难度远在胜人之上。也正因此，在实践中对

育人育德的 轻 忽，也 往 往 非 有 意 而 为，多 因 难 以

坚持、难以自持所致。
因此，育人 和 育 才 相 统 一、育 德 和 育 才 相 结

合，是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根本

要求，它既要求我们在认识上透彻把握两者的辩

证关系，更要 求 我 们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和 诱 惑，将 这

一教育的辩证法落在教育的实践和行动中。

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是新时代中国大学的重要使命

　　如何将育人与育才相统一，以培养当代中国

经济社会 发 展 急 需 之 人 才？ 这 就 需 要 首 先 明 确

当下中国 大 学 的 使 命 与 责 任。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１０］１０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意 味

着近代以 来 久 经 磨 难 的 中 华 民 族 迎 来 了 从 站 起

来、富起来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迎 来 了 实 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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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 大 复 兴 的 光 明 前 景。实 现 中 华 民 族 的

伟大复兴，是 近 代 以 来 中 国 人 民 最 伟 大 的 梦 想，
它需要在一代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中国梦是 历 史 的、现 实 的，也 是 未 来 的；是 我 们

这一代的，更 是 青 年 一 代 的。”［１０］７０接 力 奋 斗 的 事

业，需要教 育 来 实 现 传 承 接 续。“青 年 兴 则 国 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１０］７０培养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以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使命。
所谓时代 新 人，应 该 能 够 适 应 新 时 代 要 求、

引领新时 代 发 展。这 要 求 个 体 不 但 具 备 扎 实 过

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还要有明确坚定的方向目

标、开阔理性 的 视 野 格 局、超 越 一 己 私 利 的 责 任

担当，以 及 转 知 成 识、知 行 合 一 的 实 践 能 力。这

四个方面的要求，就是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 议 上 的 讲 话 中 所 提 出 的 对 大 学 生 思 想

政治素 质 的 要 求：正 确 认 识 世 界 和 中 国 发 展 大

势，正确认识 中 国 特 色 和 国 际 比 较，正 确 认 识 时

代责任 和 历 史 使 命，正 确 认 识 远 大 抱 负 和 脚 踏

实地。
培养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仰的时代新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来自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

的科学前 瞻。只 有 在 历 史 中 才 能 认 识 历 史 的 规

律，对 历 史 规 律 的 认 识 必 须 回 到 历 史 中 去。因

此，培养具 有 远 大 理 想 和 坚 定 信 仰 的 时 代 新 人，
就要引导青年学子在古今之维的历史视野中，学

会正确认 识 世 界 和 中 国 的 发 展 大 势。所 谓 古 今

之维，就是要 从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程 中，从 社 会

主义五百年的历程中，从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大历程中，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规律，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从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历史必然性的

认识中前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从

而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
树立起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共 同 理 想 和 共 产 主

义的远大理想。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开阔格局的时代新人。

视野譬如屋宅之 窗。无 窗 之 宅，如 同 坟 墓。人 无

视野，如 同 井 蛙。明 者 因 时 而 变，时 代 是 每 个 人

的规定，也是认识社会人生的大视野。我们处于

一个怎样 的 时 代？ 这 是 时 代 新 人 必 须 清 醒 认 识

和正确回 答 的 基 本 问 题。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曾 多 次

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

“黑天鹅”满 天 飞、“灰 犀 牛”遍 地 跑 的 大 变 局 中，
国际力量对 比 大 变 化，国 际 格 局 大 洗 牌、国 际 秩

序大调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在这

乱变交错 的 时 代 格 局 中 弯 道 超 车。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如何应对变局、破解乱局、
开出新局？这 需 要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大 学 生 能 正 确

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

国、看待外部 世 界，在 中 西 之 维 中 理 性 认 知 中 国

和世界大局，拓 展 自 己 的 国 际 视 野，树 立 自 己 的

中国自信，从而培养起理性开阔的视野和格局。
培养具有 历 史 使 命 感 和 时 代 责 任 感 的 时 代

新人。使命，古 指 使 者 奉 命 出 行，引 申 为 肩 负 重

大任务和 责 任。历 史 使 命 则 是 国 家 和 民 族 在 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求

其公民和 民 族 成 员 必 须 承 担 的 任 务 和 责 任。使

命和责任，是 历 史 和 时 代 赋 予 每 个 人 的 规 定 性，
也是个体建立起与前代人、同代人和下一代命运

关联的纽带。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就是在群己之维中跳出一己之私，从历史脉络和

时代方位 中 找 到 自 己 的 使 命 和 责 任。一 个 只 懂

一己私利，而 不 知 使 命 与 责 任 的 人，难 以 适 应 时

代、引领时代，最终也将为时代抛弃。每一代人、
每一代青年人都有特定的人生际遇，也肩负着特

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１００年前，２０世纪初

的一代中国青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扶大厦于

将倾，挽狂澜 于 既 倒”，拯 民 族 于 危 亡，救 人 民 于

水火，正是这 一 代 青 年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担 当；７０
年前，２０世纪 中 的 中 国 青 年，与 新 中 国 一 同 在 连

年战乱中浴火重生，也必然地肩负起在战争废墟

上艰苦创业的 历 史 使 命；４０年 前，２０世 纪７０、８０
年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注定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奋起追赶世界。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 大 学 师 生 座 谈 会 上 指 出：“当 代 青 年 是

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
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

现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最 关 键 时 代。广 大 青 年

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
［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 平，这 是 中 国 传 统 知 识 分 子 的 胸 襟 和 抱

负；努力成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不 辱 时

代使命，不负人 民 期 望，对 当 代 青 年 来 说，“这 是

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７］青年

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培养具有历史使命

感和时代责 任 感 的 时 代 新 人，就 是 要“用 中 国 梦

激扬青春梦，为 学 生 点 亮 理 想 的 灯、照 亮 前 行 的

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

民族的事业 中，勇 做 走 在 时 代 前 列 的 奋 进 者、开

·８３·



拓者。”［５］

培养知行合一、实干兴邦的时代新人。远 大

理想是对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的确认，实干则是

实现奋斗目标的行动。没有理想的指引，实践是

盲目的行动；没 有 实 践 和 行 动，理 想 只 是 停 留 于

头脑中的虚幻。“知者 行 之 始，行 者 知 之 成”，“道

虽迩，不行不 至；事 虽 小，不 为 不 成”，“纸 上 得 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是在讲知和行的关

系。在知行 之 维 中 将 理 想 信 念 转 化 为 改 造 现 实

的实践行动，才能在知行合一之中成就事业与人

生。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曾告诫全党，
世界上的事 情 都 是 干 出 来 的，不 干，半 点 马 克 思

主义都没 有。习 近 平 也 指 出：“广 大 青 年 要 努 力

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

干出一番 事 业。我 在 长 期 工 作 中 最 深 切 的 体 会

就是：社会 主 义 是 干 出 来 的。”［７］今 天，我 们 比 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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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５实 现 民 族 复 兴 伟 大 梦 想 的 征 途

中，要应对各种重大挑战、抵御各方重大风险、克

服重重阻力、解决多种重大矛盾。在这场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 特 点 的 伟 大 斗 争 中，任 何 贪 图 享 受、
消极懈怠、回 避 矛 盾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都 是 错 误 的，
惟有实干才能不负时代、成就伟业。培养知行合

一、实干兴邦的时代新人，就是要引导青年“正确

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脚踏实地，
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

青春飞 扬 的 动 力，让 增 长 本 领 成 为 青 春 搏 击 的

能量。”［５］

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正确认识

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历史使命和时代

责任，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这“四个正

确认识”是 青 年 大 学 生 成 长 为“有 理 想、有 本 领、
有担当”的 时 代 新 人 的 基 本 前 提 和 重 要 保 证，也

为新时代 高 等 教 育 明 确 自 己 的 奋 斗 目 标 指 明 了

方向。具体 而 言，新 时 代 的 大 学 教 育，需 要 着 力

在拓展和深 化 教 育 的 历 史 之 维、国 际 之 维、责 任

之维和实 践 之 维 上 下 功 夫。需 要 以 历 史 的 教 育

揭示规律、昭示方向；以国际的教育开阔视野、树

立自信；以责任的教育明确使命、学会担当；以实

践的教育锻炼能力、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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