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4月25日上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

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希望全国广大青

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

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习近平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

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

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

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向英雄学习、向前辈学习、

向榜样学习，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他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

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

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

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

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希望人民大学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善，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更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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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

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

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

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

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

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

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

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

习近平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

秀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

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

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

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

爱才有责任。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

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老师应该

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

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

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指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

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

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