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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奋斗精神是国家与民族的重要精神品格，已融入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因此，培

养大学生成长，为国家与民族发展储备人才力量，是国家与社会建设工作中的重点内容。本文对新时代

大学生奋斗精神现存问题及对策进行深入分析，立足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

展，提高高校育人水平，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提供支持和帮助。 
 
关键词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问题，对策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truggle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Renfang Zou, Hui Zhong 
Hunan Environmental Biolog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ngyang Hunan 
 
Received: May 29th, 2024; accepted: Jul. 9th, 2024; published: Jul. 18th, 2024 

 
 

 
Abstract 
The spirit of struggle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which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spiritual gene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shoulder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ope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to grow up and reserve talents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stat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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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truggle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ducational cause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
al lev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in more excellent talents, provide support an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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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奋斗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一直秉持着奋斗精神。而进入新时代，奋斗精神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作为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

的希望，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新时代大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奋斗精神，才能够肩负起时代发展赋予大

学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面

临新时代的挑战，当前我国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存在的问题较多，教育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如对奋

斗精神的认知与践行深度不足等等。对此，高校必须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

大学生的奋斗精神进行系统培养，从而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大学生的个体

价值，有效推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要有效解决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中

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奋斗精神素养，增强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同感，促进大学生积极践行

奋斗精神，必须从多个角度出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时代发展脉络为依据，从而有效创新大学生奋

斗精神培育工作，使大学生奋斗精神呈现出时代新风貌。 

2.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现存问题 

2.1. 缺少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环境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重要基础，也是重要支撑力量。但当前，随着教育改革的

不断推进，虽然很多高校都对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提高了重视，也加大了建设力度，然而奋斗精神还没有

融入校园文化的各个环节之中，没有在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实现深入渗透，这就使得大学生奋斗精神培

育工作，缺乏有效的媒介及社会舆论支持。从整体环境来看，奋斗精神文化氛围不够浓郁，难以为大学

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大学生奋斗精神缺少良好的培育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学生所在的校园环境中，其媒体载体一般只局限于校园广播、校园杂志或报刊范围内，没

有对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充分利用，这就使得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培养媒介范围狭窄，难以实现全面覆

盖，更难以充分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之中，最终导致对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教育培养作用较为有

限，效果不佳[1]。 
其次，社会舆论环境对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目前，部分院校不重视社

会舆论环境的育人作用，没有对奋斗精神事迹与典型模范人物进行大力宣传，使得大学生奋斗精神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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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榜样支撑，无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大学生无法通过社会舆论增强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难

以对奋斗精神形成高度的认同感和认可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自然难以形成良好的奋斗精神。 

2.2. 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不足 

认知深度，决定了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情感体验深度。只有认知足够深刻，才能够对大学生的行为

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奋斗精神品质。但目前，很多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

不足，造成大学生奋斗意识薄弱，缺乏克服困难、不畏艰苦、积极奋斗的良好品质。 
首先，随着思潮的多元化发展，很多错误的、腐朽的思想观念悄然生起，对大学生造成较为严重的

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奋斗精神无用”的错误认知。受到自身成长水平、生活

经验以及认知水平的限制，这种既没有经过客观实践的验证，也没有进行逻辑分析推论的观点，如不及

时引导，往往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让大学生错误地认为“奋斗无用”，从

而处于消极状态，使得奋斗精神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被消弭。 
其次，受到社会中不良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奋斗精神已经过时了。在新时代，我国

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社会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

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学生对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发展形势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严重缺

乏深刻且广泛的认识，进而错误地认为奋斗精神已过时。 
最后，学校与家庭教育中，严重缺少奋斗精神方面的内容，这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认识产生了严重的

误导，使大学生错误地认为奋斗精神已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当今社会已时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快速

发展，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已不需要艰苦奋斗，甚至产生及时

行乐的错误观念，这是造成大学生缺乏奋斗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来说，新时代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识，普遍存在浅显、片面、感性以及局限性强的问题，造

成这一问题，既有时代环境巨大变化，造成思想波动和偏差的原因，同时也有奋斗精神教育缺失的原因，

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使得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不足，对奋斗精神的价值和意义理解不够透彻、

不够深刻，进而使得大学生缺乏奋斗精神，这对大学生的个体成长及社会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2]。 

2.3. 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方式刻板、僵化 

目前，对于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培育方式仍以理论灌输为主，培育方法单一。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大

学生很难对奋斗精神的内涵与意义产生深刻地感悟，也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及认可度。甚至，由于教

学形式枯燥，甚至还会引起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抵触心理，严重影响培育效果。 
除此之外，高校开展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往往只局限于书本内容，没有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现状以及时事热点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奋斗精神培育内容与实际相脱离。在

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很难产生感染力和说服力，难以取得大学生的认可，更不能让大

学生信服，进而导致大学生对奋斗精神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自然无法取得理想的培育效果，大学生的

奋斗精神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3.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对策 

3.1. 对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环境和氛围加强建设 

首先，必须从文化角度着手，打造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良好环境。奋斗精神既是时代发展的号召，

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精神力量。大学生是未来支撑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是推

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也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础。所以，加强奋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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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让大学生在奋斗文化环境中，受到全方位的引导和熏陶，形成润物无声的新型育人格局，是

有效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的有效策略。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特别要加强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

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专业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将奋斗精神融入基础，形成人人积极

进取、奋斗的良好环境，从而有效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并逐渐形成奋斗精神，融入大学

生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习惯之中，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使之成长为不怕困难、不畏艰苦、勇于向

前、积极奋斗品质的优秀人才。 
其次，高校必须积极利用网络媒介，发挥网络媒介的优势，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促进大学生

养成良好的奋斗精神。新时代，互联网、多媒体平台等新技术，已深入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日常生活与

生产建设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网络媒介的优势，能够将奋斗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传递给

社会大众，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打造以奋斗精神为主的新舆论风气，对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形成积

极的影响。同时，利用网络媒介加强社会舆论环境建设，能有效提升奋斗精神培育工作的时代感，对大

学生增强感染力，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效果。例如，高校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积极宣传模

范人物，分享先进典型，还能够有效共享教学资源，从而对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提高

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促进大学生实现健康发展。 

3.2. 促进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当前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发展

任务，更加的艰巨、复杂，而且国家发展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在新时代，仍需要奋斗精神的支持，才

能够真正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因此，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

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新时代加强培育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奋斗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是为

推动社会发展，加强国家建设而做好育人工作的重点内容。 
要有效培育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就必须引导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形成深刻认识，

提高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度，从而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内在驱动力，促进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奋

斗精神内涵，了解奋斗精神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

定坚实的基础[3]。 
首先，针对社会中“奋斗精神无用论”、奋斗精神已过时等错误的思想观念，高校应从社会舆论、

校园文化等多方面，加强理论宣传，大力宣扬奋斗精神的内涵、意义和价值，从而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奋

斗精神的重要性，理解奋斗精神对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以及大学生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 
其次，高校应针对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新时代社会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大学生加强宣传教

育，使大学生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新时代社会发展任务，形成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让大学生

深刻理解奋斗精神对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发展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使大学生清楚明白奋斗精神是新时

代的核心精神，对推动时代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对奋斗精神的认知深

度，为加强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增强大学生的奋斗意识，做好前提保障。 
最后，必须积极更新教育观念，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融入奋斗精神，从而形成家校合力，对大学

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形成全方位的引导和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帮助大学生对奋斗精

神形成正确的认识，建立正确的奋斗观念，从而有效增强大学生的奋斗意识，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奋斗

精神。 

3.3. 优化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方法 

首先，高校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指导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改变传统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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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灌输培育模式，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大学生能够亲自践行奋斗精神，

从而深刻理解奋斗精神的深刻内涵与重要价值，使大学生能够对奋斗精神产生更深刻的感悟，更透彻地

理解奋斗精神，认同奋斗精神，并在日常生活、学习与工作过程中积极主动地践行奋斗精神，切实增强

大学生的奋斗精神意识。 
其次，在开展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工作的过程中，应将培育内容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社会环境及

发展趋势充分结合起来，将时事热点作为培育素材，既能够有效丰富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内容，增强培

育教学工作的趣味性，也能够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奋斗精神的重要实践意义，从而使大学生对奋斗精神

的认知度、认可度以及践行度，都能够得到显著提高[4]。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背景下，受到多元化思潮的冲击，很多大学生都会产生迷茫，进而形成错误的

思想价值观念，这不仅对大学生个人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严重威胁了国家发展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所以，在新时代，必须对大学生的奋斗精神进行重点培养，使大学生成长为能够肩负起社

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优秀人才，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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