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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两弹一星”精神,探讨了如何将其融入学校思想教育实践中。主要从加强学校培养管理

机制、推进“两弹一星”精神教育宣传、提升导师责任意识以及激发学生学习“两弹一星”精神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与实施,并总结了相关经验与启示。并以“立德树人”为高等教育永恒主题的视角,探讨如

何打造“两弹一星”精神文华传播的平台,以及丰富教育主题活动的策略。通过对“两弹一星”精神的

深入研究和教育实践,为推动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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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it into the 

practice of school ideological education. It mainly explores and implements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school train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enhancing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tutors and stimulating students to learn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s the eternal theme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of enriching the educational theme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it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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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六十年代初,一朵蘑菇云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在无

人知晓的青海隔壁摊上研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并爆炸成功,相

继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

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在历史上属于新的篇章。进入新时代

的中国,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秉持“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

海省高校的一名教师,更应该有责任、有使命去传承这份红色

基因。 

1 “两弹一星”精神的科学内涵及重要性 

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

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要求广大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

优良学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取得“两弹

一星”事业辉煌成就。同时,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

神。这些精神蕴含着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现着中国共产

党的宗旨,彰显着科研工作者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科技高峰

的价值指向。 

1.1“两弹一星”精神的科学内涵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基石。

许多像钱学森、彭桓武这样身居海外、享受高薪待遇与优渥生

活环境的科学家们,在得知祖国的需要与号召时,毅然决然放弃

国外的优厚待遇,克服千难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中,以满腔的热情

投身到“两弹一星”伟大事业当中去。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

职称的彭桓武,历经千难阻险回到祖国,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

本规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谈到回国的理由时他说：“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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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关心她、建设她……回国不需要理

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不竭动力。

茫茫戈壁、荒无人烟、隔绝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当时“两弹一

星”科研工作的真实的工作环境写照。在条件艰苦的研究院所

里,独立自主,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们

克服艰难险阻,用最原始、最艰苦的方法攻克一个个尖端科技难

题,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两弹一星”工作,集结了一大批

无私奉献的优秀科研人员：用生命守护国家秘密的郭永怀,以身

许国隐姓埋名17年的王淦昌,披露秘密在生命最后一刻的邓稼

先,等等。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有力保障。

“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是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全国上下一条心,团结协作、并肩作战的成果。“两弹一星”工

作中科研人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世界各地排除千难回归祖

国,与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集合起向科技高峰进行攀

登。在茫茫荒壁刻苦钻研、奋力创新,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攻

克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

我国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大大提升了

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 

1.2“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性 

“两弹一星”精神以两个核心精神为支撑,分别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高校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创新素质教育有利于促进当代青年形

成爱党、爱国、重能力、讲奉献、爱创新的核心价值[2]。将“两

弹一星”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课堂,通过课堂上讲师的讲述

引导以及课下公众号推送“两弹一星”读物期刊,加强引导促进

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特有的一

种吃苦耐劳,勇于探索精神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变革发展,新

时代社会主流价值观也随之变化。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

大学生思政教育将极大程度上遏制社会不良思想对青年大学

生的腐蚀。 

国家领导人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

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3]“两弹一星”精神高度体

现了老一辈科学研究工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彰显了“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所在,大

学校园是国家人才的孵化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

当代青年大学生。因此,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

育课堂中,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2 高校在践行“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思政教育方面

存在的问题 

2.1学生缺乏理想信念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也为接收者提

供了多元化的信息,互联网参与人群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对事件

讨论的自由性与开放性,都极大地影响了互联网信息的可靠度、

真实度与权威性。而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构建的关键时期,

容易被不良信息诱导,出现错误或过激的观点与看法,例如,由

于"两弹一星"等事件发生的时间距今较远,致使当代大学生不

易有切身体会与情感共鸣,很容易被一些看似正确合理,实则与

事实不符的观点所影响。 

2.2学生认识不够深 

对于“两弹一星”精神高校大学生认识不够深刻。主要体

现在对于“两弹一星”精神理解过于片面,例如：由于“两弹一

星”事件发生的时间距今较远,致使学生认为学习和发扬“两弹

一星”精神当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两弹一星”精神是与时

俱进的精神,结合我国新时代的发展,对于当代大学生有着重要

意义。 

2.3学校宣传力度不足 

青海作为中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诞生地,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以青海高

校为例,对于“两弹一星”精神宣传力度不足,讲述“两弹一星”

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有限,没有牢固搭建“两弹一星”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造成大学生对“两弹一星”背景下的红色资

源没有深刻的感触,不能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精神价值。 

3 “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思政教育方面的实践与

探索 

3.1坚定理想信念教育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把树

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为立身之本,努力成长为党、国家

和人民所期盼的有志青年。”[4] 

理性信念是大学生成熟的标志,大学生在找寻和追求理想

的过程,就是一次让自己的人格魅力、信念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成

长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不懈奋斗会使我们更能人

生更加的充实,当我们理解了自己身上的信念时,会使我们的心

性更为稳重成熟。 

国家领导人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5]对于大学生来说,理想信

念会像是前进道路上的灯塔,指引着我们穿过狂风暴雨,撕开迷

茫的黑雾,使我们生出希望,助我们砥砺前行。当代大学生有部

分的个人利己主义和受网络不良影响衍生出享乐主义,而这些

都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因此需要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将个人理想目标和民族未来发展紧密

结合在一起,用拼搏的汗水让青春之花绽放。 

3.2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站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展望未来,“两弹一星”精神是

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的精神支柱。“两弹一星”精神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高校

打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大有裨益。是大学生们在价值多元化及

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保持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

地奋斗的指明灯。[6]“两弹一星”精神让我们产生浓厚的民族

自豪感,让我们将小我融入祖国发展的大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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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是每个高校应该且必须要做的,

通过广播、演讲和班会等形式,让“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品质

在师生之间相传,营造美好的校园氛围,让学生有美好的思想品

质,坚定地理想信念,去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 

2022年10月,国家领导人在河南安阳红旗渠考察时进一步

强调：“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

史的丰碑上。”[7]“两弹一星”精神也是让我们能有吃苦耐劳,

完成任务的精神品格。总有人认为现在日子好了就不用吃苦了,

但是吃苦并不是因为穷,是为了明白理解奋斗的意义,对精神的

满足能激发我们青年内在的活力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因此可

以通过一些“劳动课”,社会志愿活动,假期偏远地区学生支教

等活动,来弘扬和传递“两弹一星”精神。 

3.3加强“两弹一星”精神教育宣传 

新兴媒介作为新时代文化传播的主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

众广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将“两弹一星”精神的相关内容以短视

频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进行宣

传。因此,青海大学官方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两弹一星”

精神的宣传,让本校学生参与进来,共同拍摄短视频,也可以使

用动画的形式生动的去传递“两弹一星”精神。 

在本校通过请有关专家演讲、张贴“两弹一星”精神的海

报、定期开展“两弹一星”精神的活动、观看相关影视等方法,

使“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本校的核心精神。这样的大力宣传能

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重视,在这样好的氛围下,学生便会积极的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了解其内在,而“两弹一星”精神会陪

着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4 建设“两弹一星”精神实践教育基地 

青年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理想信念科学与否、坚定

与否,直接决定了青年能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社会

思潮的交织碰撞中筑牢立身之本、蓄足奋斗动力。[8]牢固搭建

“两弹一星”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以“两弹一星”理想信念

教育学院、革命纪念馆、党史馆、博物馆等为教育载体,并关注

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利用现代信息化媒体,深入学习“两

弹一星”背景下的红色资源。青海大学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缅怀

烈士的活动,通过走访的形式,让学生们聆听英雄人物的故事,

深刻领略到“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明白敬仰先辈的伟大奉献,

带领学生学习先辈的美好精神品格。同时,也可以带领学生们在

烈士陵园进行扫墓活动,让学生通过沉重的氛围环境了解每一

位烈士的故事,从中受到感悟,更好地理解“两弹一星”精神。让

这些活动在青海大学流传下去,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可以更好地

培育大学生学习并践行“两弹一星”精神,在感悟红色精神中实

现自我价值的塑造。因此,青海大学要重视并将“两弹一星”精

神融入实践教学,营造出学校带头学习“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践

教育基地。 

5 结语 

“两弹一星”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去传承和弘扬,将科

学家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精神,让当今的大学生深刻的感受到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拥有坚忍不拔的品格。作为高校教师更应有

责任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祖国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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