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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新人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先锋力量,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坚力量。时代新人的

形象塑造必须遵循客观要求与主体精神、理想期待与现实构建、历史继承与动态发展、个体面貌与群体风

格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从坚定理想信念、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传承奋斗精神、掌握过硬本领、
锤炼高尚品德等方面进行价值定位;需要在精神、价值、实践、能力、品格五个维度上对时代新人进行形象

塑造,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时代新人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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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generation
 

is
 

the
 

pioneering
 

force
 

to
 

take
 

up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ackbone
 

for
 

achiev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o
 

shape
 

their
 

image,
 

it
 

must
 

follow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objective
 

requirements
 

and
 

subjective
 

spirits,
 

ideal
 

expectation
 

and
 

realistic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individual
 

appearance
 

and
 

group
 

style,
 

and
 

make
 

value
 

orientation
 

in
 

terms
 

of
 

firm
 

ideal
 

and
 

belief,
 

heated
 

love
 

for
 

the
 

great
 

motherl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er
 

for
 

the
 

times,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to
 

struggle,
 

mastery
 

of
 

excellent
 

skills,
 

and
 

cultivation
 

of
 

noble
 

character.
 

It
 

can
 

be
 

shaped
 

in
 

five
 

dimensions:
 

spirit,
 

value,
 

practice,
 

ability
 

and
 

character,
 

so
 

as
 

to
 

gather
 

the
 

magnificent
 

power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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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P44)。时代新人是具

有“历史感、时代感和‘类’特征的实践主体”[2],
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符合历史方位需要,
彰显时代精神,能够肩负时代责任与使命,并为

之砥砺奋进的社会主体的现实性指向、“整体性

指称和群体性写照”[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宏观叙事中,
培养时代新人有着独特的价值内核、现实目标

与具体要求,这些目标和要求的属性指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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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而是有本领、有情怀、有担

当的青年一代”[4]。因此,时代新人主要是指以

“90后”“00后”为主体的当代中国青年[5]。现

有文献对时代新人的主体结构、科学内涵、培育

路径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究,但鲜有从时代新人

形象塑造这一角度进行探讨。事实上,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关于人的发展理念都应当回答

理想状态中人的主体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

高校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

形成了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系列重要论述。这

充分表明党对培育时代新人的认识达到了新高

度,为促进青年一代的成长成才指明了正确方

向,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探讨

时代新人的形象塑造提供了认知理路。可以从

理想、情怀、担当、奋斗、本领、品德六个维度整

体把握时代新人形象塑造的价值定位,深刻认

知时代新人的群体性特征,从而在精神、价值、

实践、能力、品格五个维度上对时代新人进行形

象塑造,并找到培育时代新人的实践性向度。

  一、时代新人形象塑造的逻辑遵循

时代新人形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一

定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

支配,人们对接续未来事业“新人”的整体认知

和评价;是“新人”在现实语境和社会关系中表

现出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价值取向、人格特

征、精神风貌、本领技能、行为方式等及其在人

们观念中的具体呈现与镜像描摹。时代新人的

形象塑造必须遵循客观要求与主体精神、理想

期待与现实构建、历史继承与动态发展、个体面

貌与群体风格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
(一)客观要求与主体精神相统一

时代新人形象是社会客观要求与“新人”主
体精神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统一。时代

新人是展示具体形象的主体,其形象需要根据

自身角色的时代要求与职能定位有计划地开展

自主构建[6],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欣赏。

首先,时代新人是一种社会角色,要在现实社会

关系中获得存在感并体现其价值。任何社会对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道德、

人格和精神等方面都有着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客

观要求,这也是对时代新人形象塑造的基本要

求,由此勾勒出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时代新人

形象的基本轮廓。其次,时代新人是一个独特

的社会群体,因其具有蓬勃朝气和开拓勇气等

精神特质,往往被赋予事业的生力军、建设者和

接班人等多重维度的价值承载与未来期许,这
是时代新人形象构建的特定要求,也刻画出时

代新人的群体形象。因此,时代新人必须展现

出立足历史方位、担当时代使命、符合人们期许

的形象。最后,当代社会对时代新人的基本要

求和特定要求仅仅是一种外在约束和硬性规

制,时代新人需要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主

体精神,调动内在驱动力,将各种要求通过认知

接受、情感认同转化为自我意志,最终展现自身

具体形象。也就是说,时代新人的形象塑造必

须经由主体的自我塑造,这是时代新人形象塑

造的现实要求。但是,在主体精神和自我驱动

力支配下的形象塑造不能单凭主观臆想和自我

感觉,必须遵循时代与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

时代新人的形象塑造是客观要求与主体精神的

有机统一。
(二)理想期待与现实构建相结合

时代新人形象是一种理想性期待与现实性

自我构建的有机结合。时代新人的形象塑造有

着具体客观的现实要求,这些要求以意识观念

的形式转化为人们对时代新人的一种理想期

待,构想出一种立体丰满、特点鲜明、积极正向

的形象。这种理想期待往往又以不同的形式传

导给时代新人,促使他们激发主体精神并按照

这种期待和预设来进行自我调节。但对时代新

人的理想期待与时代新人自身的现实构建往往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形成一种矛盾运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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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实现时代新人主客体有机统一的基本路

径,由此促使时代新人不断完善自我形象。首

先,尽管人们对时代新人形象的期待具有符合

客观要求的一般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特点,但由

于不同群体、不同类别、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原

则立场、价值取向、认知水平有所不同,对时代

新人形象的具体理想期待也就呈现一定的差异

性与多元化,促使时代新人在自我塑造时要不

断完善、净化和升华。其次,作为概念范畴中的

时代新人是“类”的存在与抽象表达,但作为一

定社会关系中的时代新人,是具体的、现实的、

鲜活的,由不同的类型和群体组成,其形象塑造

受制于一定客观条件和现实水平。不同时代新

人的教育背景、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心智结构、

价值立场等都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在发挥主体

精神和激发自我动能等方面也会表现出差异

性,由此,其在形象塑造时存在个体性和不平衡

性。而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公众的理想预设,则
会引导他们不断进行调试、平衡、匡正、优化自

我形象的现实构建。因此,时代新人的形象塑

造是理想期待与现实构建的有机结合。
(三)历史继承与动态发展相联系

“时代新人”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教育领域话

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贯穿过去、现在

与未来的动态发展的逻辑概念,时代新人形象

彰显历史继承与动态发展的相互联系。一方

面,“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

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

出这种人来。”[7](P307)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同

历史方位和社会条件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客观要

求会发生变化。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不是

跳跃性运动,而是螺旋式上升且保持一定延续

性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时代方位也不是彼此

孤立的,而是相互衔接的。可见,对不同历史阶

段时代新人形象的客观要求与理想期待具有历

史继承性,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时

代新人形象构建的内在要求。因此,不同历史

时期对“新人”的语义表述不尽一致,但其基本

意蕴和核心要义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

辑。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

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建
设任务和发展目标,这就在使命责任、知识结

构、能力素质等方面给时代新人提出了不同的

客观要求和理想期待,因而时代新人的形象塑

造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
时代新人的理想期待转化为现实构建还会受到

时代条件、思想观念、社会环境和宣传媒介等影

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又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

时代新人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动态发展性,是
历史继承与动态发展的内在统一。

(四)个体面貌与群体风格相表里
 

时代新人形象是个人面貌与群体风格在人

们直观感知和评价认识上的互为表里。时代新

人是形象塑造的主体,是一个个参与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的具体现实的个体。同时,时代新人

又是人们认知、评价的对象,是作为一种社会角

色和社会群体的存在。这种身份的双重属性使

得时代新人的形象表现为个体面貌和群体风格

的交融共生。首先,时代新人作为个体性概念,

是指具体的、鲜活的个人,其个体形象的呈现、

展示和传播体现出直观性、生动性和可感知性

等特点。在现实生活和日常话语情境中,时代

新人往往以个体面貌的形式出现。其次,时代

新人又是一个群体概念,其群体形象是对从属

于不同职业、类型、阶层、角色的时代新人的个

体面貌的总结和概括,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稳
定性和抽象性等特点。时代新人个体面貌体现

的个体性易于传播、认知和评价,但人与人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群体风格体现的整体

性是真实客观的,但也难免给人模糊抽象的感

觉。时代新人形象的个体面貌多元化有利于展

现个人风采及其精神气质进而赢得社会的认

可,也有利于展现群体风格的丰富饱满、鲜活生

动等特点,从而弥补对群体风格模糊认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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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时代新人形象的群体风格有利于深化公众

对他们的认知评价。总之,时代新人的个体面

貌与群体风格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时代新人的

形象由此变得鲜活、立体、生动起来。

  二、时代新人形象塑造的价值定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本质上

是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和“人的本质力

量的发展”。时代新人的形象塑造是要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时代新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

性、独特气质和精神风貌的社会群体,往往被赋

予社会的先锋、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等价值

承载,其主体形象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和历史方

位的需要,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性和时

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全面

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勉励新时代中国青

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

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

为[8](P209-212),这集中体现了时代新人形象塑造

的价值定位。
(一)“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主体

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价值关系的理性

认知,也是社会对主体目标方向、精神追求、价值

观念等的集中反映,从而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

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对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具有

巨大的能动作用,对主体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形象

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

不摧的前进动力。”[8](P209)这深刻揭示了作为时代

新人中的青年群体,其理想信念之于国家未来、

民族希望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意蕴。

时代新人坚定理想信念,应自觉将个人的

人生目标和理想抱负置于民族进步的宏观视域

和时代发展的宏大图景中进行价值考量、选择

与评判,从而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人生理想与国家需

要、社会发展、民族未来紧密结合起来,“树立为

祖国 为 人 民 永 久 奋 斗、赤 诚 奉 献 的 坚 定 理

想”[9]。同时,时代新人要将远大理想和共同理

想转化为内在信念,体现出为实现理想而坚韧

不拔的意志品格和勤勉不怠的实际行动,以刚

健有为、自信自强的形象展现其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二)“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热

爱伟大祖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

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8](P210)热
爱祖国蕴含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故土家

园、民族文化
 

“心之所系,情之所归”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中,“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

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8](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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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210)因此,爱国主

义精神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鲜明

的价值坐标。
“爱 国,是 人 世 间 最 深 层、最 持 久 的 情

感。”[8](P147)时代新人应当把爱国之情内化为精

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筑牢忠诚品格,自觉听党

话、跟党走,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做到胸

怀祖国和人民,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把个

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的价值取向。同时,将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转

化为“以身许党,以心许民”的爱国之志和报国

之行。
(三)“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

任”:担当时代责任

任何个体和群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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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并具有特定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不同的

社会责任,这也是人的社会属性最直接、最根本

的体现。肩负使命和担当责任,是人的本质属

性和价值所在,既反映人的社会意识和精神形

态,又表现出人的客观属性和具体行为,主体只

有将自我的责任认知内化为价值追求,才能作

出负责任的行为选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鲜明主题,时代主

题赋予社会主体不同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时代新人的责任担当形象塑造,首先,要能够强

化时代新人对责任的价值认知,使自身能够明

确时代责任的本质内涵及基本要求,从而涵养

“敢担当”的价值根基,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作

为根本价值准则去审视和考量时代新人的责任

动机、责任目标以及责任行为的合理性。其次,

要能够促进时代新人内化责任意志,使其以高

度的价值自觉将时代责任的现实要求内化为价

值追求,克服和匡正在履行责任过程中出现的

消极懈怠等现象,进而使责任意志稳定持久、专
注执着,表现出对时代责任的理性自觉。最后,

要能够助推时代新人外化责任行为,使其以知

行合一为基本准则,实现担当时代责任形象的

塑造与责任认知、责任意志的内在融通,从而能

够做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

善成”[1](P71)。
(四)“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传承奋斗

精神

奋斗,本质上是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

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并将主体的人的创造性与现实性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将以往的历史结果作为前

提,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新的规定性,为未来创造

新的历史前提。可见,奋斗作为一种最具力量

的实践形式,体现了人类生活的实践本质。历

史和实践表明,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精神标

识,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底色,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

时代新人传承奋斗精神,要能够深刻认知

奋斗的内在意蕴与本质规定,牢固树立“奋斗成

就事业”“奋斗创造幸福”的价值理念,并在实践

体悟中将不懈奋斗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精

神笃信。在奋斗目标的引领下,时代新人要能

够激发内生动力,并磨砺为祖国、为民族、为人

民、为人类而不懈奋斗的意志,消除多元利益格

局下价值选择的困惑以及由此带来的懈怠情

绪,使奋斗成为时代新人的自觉价值选择。时代

新人要能够笃定奋斗行动,在各种改造世界和社

会实践中拼搏进取,以实干书写人生,用奋斗镌

刻荣光。同时,奋斗内含着斗争精神,时代新人

要能够在面对重大挑战时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由此展示其奋斗者形象。
(五)“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掌握过硬本领

本领是个体的知识、技能、能力、智慧等的

集中体现,是实现个体理想的客观要求,也是强

化其担当的现实条件。过硬的本领是个体实现

价值、服务社会、接续事业的素质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

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8](P19)。

没有过硬的知识本领,一切努力只能事倍功半。

时代新人只有掌握过硬的本领,才能在新时代

的社会实践中勇于作为、善作善成,展现自我价

值、彰显自我风采。

时代新人应当具备过硬的本领。随着以人

工智能、5G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

异,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社会分工不断精

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产

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时代新人展示人生风采的

舞台更加多元,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前景更是

无比广阔。但这也对时代新人的知识结构、业
务能力、创新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新

人要成为过硬本领的掌握者乃至未来各行各业

的中坚力量,首先,需要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基

础,形成合理的知识储备。其次,时代新人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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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这是时代新人

服务社会、担当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最后,时
代新人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并具备敢于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勇气。概而言之,时代新

人要成大才,就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
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使自己的思维视

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

展”[8](P212)。
(六)“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

 

锤炼高尚品德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寄

语广大青年学子:“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8](P77)道德作

为一种精神意识形态,总是依据建立在现实基

础上的伦理准则来把握客观世界的“实践精

神”。锤炼高尚品德是道德主体根据一定的道

德准则,对道德规范、道德秩序、道德伦理的自

我遵循。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人生行稳致远的精

神力量,是主体的成才之基、成事之要、成业

之本。

时代新人锤炼高尚品德,要做到情理兼修,

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塑
造良好的道德品质;要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

者、传播者、实践者,用主流价值观彰显自我的

精神气质和道德风貌,夯实自我的道德根基;要
能够坚守自我的道德价值立场,根据一定的道

德准则形成对道德价值关系的正确认知和判断

标准,做到恪守正道、明辨是非、分辨美丑、甄别

善恶;要能够保持应有的道德定力,时刻做到自

省自律、慎独慎微、诚实守信,筑牢道德根基,构
建起时代新人的道德价值体系。

  三、时代新人形象塑造的路径探赜

对时代新人形象进行理想化设计和具象化

塑造,要按照正确的价值定位,从精神、价值、实
践、能力、品格五个维度入手,引导时代新人坚

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传

承奋斗精神,践行高尚道德,练就过硬本领。
(一)精神塑造:用科学理论擦亮时代新人

的人生底色

精神塑造主要是指对主体的理想信念、志
向抱负、价值追求等内在精神品格进行引领和

锻造,既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又要超越现实,

从而展现出时代新人为实现理想目标而不懈努

力的精神风貌。对时代新人进行精神塑造,关
键是要引导其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对构筑

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

导向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坚定清

醒是思想政治上坚定清醒的前提,科学理论是

理想信念坚定的基础。”[10]因此,要用科学理论

擦亮时代新人的人生底色。

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时代新

人铸魂筑梦。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

会的发展规律,既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也是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之源。时

代新人要学习、笃信、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读

经典、学原著、悟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不断提升自

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矢志不渝地奋斗。其次,时代新

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进”工作,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理想。最后,时代新

人要厚植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情怀和团结

一致的精神动力。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时代新人弘扬民族精神,坚定“四个自信”,

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1],进
而引导时代新人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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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把个人的理想融

入国家 和 民 族 的 事 业,为 祖 国 奉 献,为 人 民

奋斗。
(二)价值塑造:用初心使命强化时代新人

的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本质上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统一。时代新人需要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认知到

自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这和党的初心使命具有价值

维度的内在契合。因此,对时代新人进行形象

塑造,必须坚持党的初心使命以强化其责任担

当,彰显其青春力量。

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这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因此,

要结合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显性与隐性等

多维路径,一是引导时代新人牢记党的初心使

命,并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作为自身的责任

与使命,进而从具体维度深入阐释和着力挖掘

其价值内涵,以激发时代新人的情感体验与价

值共鸣,从而使其自觉内化为一种责任担当。

二是引导时代新人立足所处时代方位,明晰个人

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个人与时代的价值关系,自
觉认知、自主选择和自为实践,以确立自身应当

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三是引导时代新人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

实逻辑,促进时代新人肩负起“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8](P7)的时代责任。
(三)实践塑造:用社会实践培育时代新人

的奋斗精神

奋斗是人们获取物质资料、改造客观世界、

实现人生价值、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奋

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基因和传统

美德。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

的批 判,物 质 力 量 只 能 用 物 质 力 量 来 摧

毁。”[7](P9)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12],“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8](P23)。奋斗的本质就

是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途径。塑造时代新人脚踏实地的奋斗者

形象,必须要引导时代新人加强社会实践,在实

践中培育奋斗精神。

首先,要在社会实践中培育时代新人的奋

斗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奋斗是青春最亮

丽的底色。”[8](P211)他勉励青年要持续接力、埋
头务实、矢志艰苦、开拓创新,这是塑造时代新

人奋斗形象的根本遵循。要结合时代新人的身

心特点和生活实际,引导他们深入基层,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敬老助残、支农支教、扶弱帮困,助
力乡村振兴、参加抗灾救灾等实践活动,在躬耕

实践中锤炼自身意志品格,培育奋斗意识。其

次,要在社会实践中锻造时代新人的实干作风。

实干作风是时代新人践行奋斗精神的必然要

求,只有锻造实干作风,切实改造客观世界,才
能深入改造主观世界。同时,还要引导时代新

人“与人民群众共同前进,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肯于到基层、到
人民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

面”[13],把远大抱负、理想目标、践履责任落实

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之中,做到知行合一、勤勉务

实,能够在重大任务面前挺身而出,在重大挑战

面前迎难而上,在重大事件前临危不惧。再次,

要在社会实践中鼓励时代新人发扬斗争精神。

实质上,斗争就是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促使

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而斗争精神正是体现事

物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既唯物辩证又坚毅能动

的意志思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时代新人必须深入实践,深刻把握世情、

国情和社情等,对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行准

确研判,同时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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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真
正发扬自身的志气、骨气、底气。

(四)能力塑造:用知识技能练就时代新人

的过硬本领

“自古圣贤,盛德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者

也。”[14]时代新人实现梦想依靠知识,成就事业

依靠本领,必须引导时代新人潜心学习,提高能

力,练就过硬本领。

一是要引导时代新人潜心学习,扎实掌握

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在人的素质结构

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时代新人要珍惜宝贵的

学习时光,全面系统地增强自身知识储备,广泛

涉猎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基础知识,在学科专业

的交叉融合中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迁移的

能力;时代新人要广泛阅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的经典原著和精品力作,厚实人文知识素养,增
长才干本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道德修

养和品格。二是要引导时代新人学以致用,不
断提升实践能力。实践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质之

一,是运用基础知识去获取信息、观察事物、分
析现象、把握规律、改造社会以及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练就时代新人的过硬本领,要
引导其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将理论知识融

入实际生活,在学习中开阔视野,在实践中提升

能力;同时要引导时代新人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在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参观访问、实验教学、实
习实训等活动中巩固基础知识,强化专业技能,

提升实践能力。三是要引导时代新人敢为人

先,培育创新能力。这是练就时代新人过硬本

领的现实需要,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步交织,破
解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难题,解答全球共同性问

题,必须依靠创新。因此,要激发时代新人的创

新意识,培育时代新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

鼓励其不囿于传统、不循于惯性、不迷于权威,

敢于打破思维枷锁、突破惯性定势,大胆进行改

革创新。同时,要引导时代新人进行创新实践,

创造条件促使时代新人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活

动,尤其要发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育人作用,

让时代新人在创新实践中丰富创新体验,总结

创新经验,提升创新能力。
(五)品格塑造:用主流价值涵育时代新人

的道德品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自中华民族思想精

华和道德精髓,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

体现,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明确了价值目标、

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成为社会道德体系构建

的基石以及个人道德取向的遵循。

一是要用核心价值观厚实时代新人的道德

根基。一方面,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小、落细、落实。越是落得小,道德基础就打得

越“牢”;越是落得细,道德基础就越打“稳”;越
是落得实,道德基础就越打得“固”。落小,就是

要教育引导时代新人从身边做起、从自我做起;

落细,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时

代新人成长的不同阶段,渗透到时代新人成长

的各个方面;落实,就是要引导时代新人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

面,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方
法和载体,如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与手段,采
用可视化叙事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

传播,形成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

息空间场域。

二是要用先进典型增强时代新人的道德认

同。先进典型是现实中的道德模范,是全社会

的道德榜样。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系列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是可以仿效和学习的。他们的道德品格、道德

情操、道德风范历久弥新,蕴藏着巨大的道德力

量,是道德教育的生动事例和鲜活教材。要进

一步创新先进典型的宣传机制,形成对先进典

型立体化、全方位的宣传格局,教育引导时代新

人从先进典型身上感受道德魅力,汲取道德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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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用道德实践锤炼时代新人的道德品

质。道德品质的生成要经由一个知情意行的发

展过程,即道德主体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情

感、巩固道德意志、进行道德实践、最终形成道

德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要把正

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

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8](P213)

这深刻揭示出道德实践在道德品质形成中的重

要价值意蕴。首先,要创设道德体验的真实情

境,引导时代新人在自身道德认识基础上,在实

践中体验道德情感,强化道德意志,形成道德品

质,进而使其自觉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其次,要注重以文化人,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道德

思想,使传统道德思想在现代化语境中焕发出

新的时代价值,使时代新人在文化中吸收道德

营养。最后,要大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引导时

代新人积极参加道德实践活动,使其从中进一

步增强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进而形

成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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