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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心立德 下功夫树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六个下功夫”的论述 

 

宇文利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六个下功夫”的论述指明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点工

作，指明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六个下功夫”分别侧重加强受教育者“志”“情”

“心”“识”“意”“能”六个方面，涵盖了德和才两方面的要求，构成了知和能双重维度的素质，

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贯彻落实“六个下功夫”的要求，高等教育要从观念思路、工作方法和实

践状态上下足功夫，把工作重点结合到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实际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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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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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下功夫”，这是落实立德

树人任务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教育工作的

重中之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

“六个下功夫”的论述，对于我们把握新时代社会

主义教育的方向、内涵和工作重点，培育社会主义

建设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立德树人是党一贯的教育方针，也是 

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一切事

业包括教育事业都要始终服务于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教育目标始终是要不断培养

人才。尽管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对人才规格和人

才素质的具体要求不同，不同时期开展教育的侧重

点和方式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培养党和人民事业

所需要的道德情怀高尚、政治觉悟过硬的社会主义

人才无疑是始终不变的。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

意识到培养革命人才的必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决议》中关于“工人学校”的规定部分提出：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

到成立工会的必要。”[1](P7)在此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

上，革命宣传教育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议题。多数

情况下，各地党组织在每次党的代表会议期间都要

进行本地方革命工作汇报，而汇报中关于教育问题

则直接指向工人队伍和革命人才的培养情况。尽管

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并不是当时组织革命活动

的中心任务，但显而易见的是，离开了革命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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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教育，革命事业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

进行的革命教育工作中，倡导无产阶级革命道德、

培养革命者“健全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及社会观及

‘集体主义’人生观”、[1](P206)塑造能够坚定不移地

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人才的工作是最重要的“立德树

人”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培养为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道德觉悟和情怀成为党的教

育事业的重点。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教育

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

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2](P226)这一论断中关于德育、智育的强调以及

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设计，无疑是当时情况下具

体的“立德树人”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立德树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

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P45)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党对

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任务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

须首先建设教育强国，因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而建设教育强国则意味着

我们需要也必须培养大批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立德树人作为党的根本教育方针之

一，尽管精炼但却内涵丰富，其基本要义包含着培

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质等

精神品格和专业技能、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的要

求。简言之，立德树人就是要注重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特别是理想信念的培育，一方面把人培养成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另一方面也要提

高受教育者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培养出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人才。所以，我们说，立德树人是建设社

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培养社会

主义人才的关键。 

二、“六个下功夫”涵盖我国高校育人的主要

内容，确立高等教育的新使命 

立德树人是一项总体而宏观的育人要求，其中

的“德”无疑是指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理想，

“人”也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

关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

个下功夫”的要求，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

夫、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

养上下功夫、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在培育奋

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这“六

个下功夫”涵盖了受教育者个人成长的总目标，包

括了德和才两方面的要求，涉及个体素养与社会需

要二维互动的内在关系，囊括了我国高校育人的主

要内容，也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确立了新使命。 

理想信念是“志”，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就是

“立志”“励志”的教育。古人说，“功崇惟志，业

广惟勤”，大丈夫应当志存四海、志达四方。社会

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就要有崇高而远大的志向，这种志向就是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

而为信念。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

战略任务，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4](P35)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灵魂。我们需要用远大的理

想信念夯实青年人奋斗的基础，巩固其人生发展的

根本。因此，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是在培植学

生思想志向上下功夫，是在树人之“根”上下功夫。

只有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青年人才能够立志肩负

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爱国主义是“情”，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教育

就是“通情”“致情”“达情”的教育。需要指出的

是，爱国主义之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女情长和代

际亲情，而是基于伦理道德要求、政治法律规制和

文化精神传承的大爱至情，是个体生来就无法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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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和割舍的“价值脐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多元思潮，在那些视野越是开

阔、知识层次越高的精英人群中，就越容易出现“政

治冷淡症”和“文化谵妄症”。有些人自恃高人一

等，在多元文化碰撞时容易出现对本民族、本国家

和本土文化的“健忘”和“厌恶”。他们想当然地

把自己看作超越国家民族、超越政治政党、甚至超

越种族的“超人一族”，因而也很容易出现对自己

的祖国妄加指责、任意贬损和厌弃的现象。实际上，

无论古今中外，真正伟大的人物，从来都不是数典

忘祖、背叛祖国的人。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

夫就是要用文化的魅力、传统的精神把爱国主义与

时代要求融汇起来，讲清楚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个

人与国家又是怎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铸造新中

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又有什么

具体要求，就此谱写出新时代爱国“主义”与“精

神”的协奏曲，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

根，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

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品德修养是“心”，加强品德修养的教育就是

涵育人心、锤炼人格的德育，也是修身教育。中国

古人非常重视修身，视之为个人成长成功的必然途

径。《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5](P4)修身之要在于修德，修德是中国人

立身立业的第一道功夫；修德之深在于修心，修心

是从本心和内心深处获得某种德性的生长，即“正

其心”。正心即在人的内心确立价值标准，使其言

有所据、行有所依、为有所归。在新时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大德，是国家之德、民族之

德，是社会见之于个体、群体见之于个人的价值标

准和道德依据，是正人心、正国心、正社会之心的

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

夫，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踏踏实实做人，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

人。在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就是要努力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心灵中去，

使之成为他们最重要也最需要的心灵营养剂。 

知识见识是“识”，增长知识见识的教育是智

识教育。唐代文人韩愈说，“人生处万类，知识最

为贤”。知识和见识是表明一个人视野开阔与否和

才学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发挥才干、建功立业

的基础。但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

成”，要获得知识、增长见识并不是一朝一夕、一

蹴而就的事，而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然而，

获得了知识和见识，并不等于掌握了人生成功的

“金钥匙”，如何运用知识见识和能否用好知识见

识更为重要。古人说：“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

无益于理者舍之”，[6](P86)“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

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7](P60)所说的恰是要参透

并掌握知识见识之中的道理，把知识和见识运用到

坦途正道和宏图大业中去。毫无疑问，一个人只有

见识得多、见识得广，并且对道理通晓明白得深刻

透彻，才能够把道理运用得精深、把知识见识运用

到恰当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增长知识见识

上下功夫，所强调的正是虽艰难但却十分重要的求

学增识之道。他提出要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

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

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也说明了

青年学生掌握知和辨识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对于

当代大学生而言，最需要做到的就是把学到的知识

和不断增长的见识运用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运用到报效祖国、服务人

民的伟大事业中去。 

奋斗精神是“意”，培养奋斗精神的教育就是

培养意念和取向的教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中国文化倡导刚健有为，长于立命，主张以

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认为胜人者有力而自胜者

强。因此，奋斗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战胜困难、战

胜自我的意志和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在培养

奋斗精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远的志

向，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具有勇于奋

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健有

为、自强不息。这不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

强不息的人文精神的倡导，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人所

具备的进取精神、实干素质和坚韧品格的倡导。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艰辛的事业，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需要艰苦奋

斗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当代大学生生活在和

平稳定和相对富裕的时代，经受时代变革和社会动

荡的风雨较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奋斗的日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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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而就更加需要磨练其坚韧不拔的进取意志和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新人必须具备

的精神品质，也是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功立业的基础。 

综合素质是“能”。一般来说，所谓人才往往

包括德、才两方面的素质，德主要体现在“志”“情”

“心”和“意”上，而才则体现在“识”“思”和

“能”上。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综合素质”，

实际上侧重了对学生“思”和“能”的教育。他指

出，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

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思维既是一种能力，

也是拓展其他方面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学生的综合

能力体现综合素质，其中不仅仅包括思考和思维的

能力，也包括判断选择、语言表达、组织管理、沟

通协调、批判反馈等各方面的素质和水平。完成某

一项具体工作可能需要某一方面的具体能力，但完

成一项事业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去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蓝图伟业，需要的无疑是异常卓越的综合素

质。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要求我们全方位、多

侧面地锻炼和培养人才，切实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切忌造成人才素质的

片面化和碎片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六个下功夫”，实际上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所需要的德与才两方面的素质标准，涵盖了

对社会主义人才“志”“情”“心”“识”“意”“能”

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这六个方面相互联系，既有

德的要求，又有才的规定，构成了综合性的人才标

准。显而易见，要培养符合上述要求的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绝非某一方面的专业教育所能完

成的。因此，这个综合性的社会主义人才标准，需

要高等教育中各个学科、各个专业之间通力合作、

同向同行，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上同频共振、同程

共进。这无疑也给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确立了新使

命，提出了新要求。 

三、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把“六个下功夫”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六个下功夫”的论述，揭示了

我国高等教育在进入新时代后所承担的育人责任，

指明了当前和今后我国高校综合育人的工作重点

和实践着力点，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提

供了基本遵循。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讲

话精神，我们需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推进教

育现代化，把“六个下功夫”的要求落到实处。 

1．进行观念革新，认清“六个下功夫”在建

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教育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前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纵观世界各国

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世界强国的发展历史，不难看

出，国家的发展首先要有教育的发展，所有现代化

强国都必定是教育强国。教育不强，根本就谈不上

国家的强大。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罗家伦就提出过

中国“弱大”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个大国，

但中国根本不是强国，而是弱国，是“弱大”。他

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并提出：“自

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

里，哪能不急起直追，加紧现代化？”[8](P1)然而，

那个时代的中国尚且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根本谈不上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

入了新阶段和新征程。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求教育观

念的革新，过去因为学科专业化分工而带来的培育

专业人才的优势可以保持，但因学科分工过细和学

科隔离而造成的人才素质的肢解和矛盾必须克服；

因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和学科市场化发展而造成的

人才评价的过分功利化和人才异化趋势必须克服，

否则就无法培养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六

个下功夫”有利于纠正当前高等教育中出现的学科

之争和学科过分分化的矛盾，有利于培养德才兼备

的社会主义人才，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也需要我

们从新时代、新观念的角度去认清“六个下功夫”

在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中的重要作用。 

2．发扬钉钉子精神，切实把“六个下功夫”

融入教育发展和管理工作中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

要。”[9](P355)言之凿凿不如行之切切，口号喊一万句

也不如采取一个切实的行动。今天的时代是实干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30 2018 年第 11 期 / 总第 239 期 

时代，是脚踏实地、勤勉务实的时代，对于教育工

作者而言，务必加油实干是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和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所决定的。“六

个下功夫”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也指

明了高校其他一切教育的工作任务。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六个下功夫”的重要论述，至关重

要的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切实把理想信念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品德修养、奋斗精神的培育与增进

学生知识见识、增强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有机结合

起来，消除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之间的壁

垒，进一步打通人才德与能之间的联结通道。需要

指出的是，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单一部

门、单一岗位就能够彻底完成的。为此，应当把“六

个下功夫”中所强调的“德”“识”“能”的素质要

求融入教育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具体工作中，秉持全

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天候育人的理念，注重方

向、注重细节、注重动态、注重效果，使社会主义

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得到肥沃的教育土壤，获得丰厚

的教育滋养。 

3．改进工作思路，采用联合手段设计“六个

下功夫”的教学实现路径 

按照内容分解，“六个下功夫”中既包括高校

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包括专业育人工作。其中，

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奋斗精神的培养

重点是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进行的，在传统

的教育模式中较多地由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一部

类的教学来承担。而帮助学生增长知识见识、增强

综合素质的工作，则是针对学生知识结构、知识视

野和全方位能力和素质的教育，过去主要由分门别

类的专业教育来承担。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学科分

别和学科差异，上述教育中不少内容可能会出现冲

突和矛盾，有时候甚至出现相互排斥的现象。按照

融合发展和协作教育的思路，我们应该改进传统的

教育方法和工作方法，采取多种手段设计上述教育

内容在教学中的实践方式和实现路径。例如，实现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实现思想学习和专业

实践的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传递的结合、实

现综合思想与多元实际的结合、实现学术与政治、

问题与主义的结合，等等。所有这些工作思路都要

保持一个最根本的育人价值，那就是要实现立德树

人的目标，培养思想上明白、政治上坚定、品德上

高尚、能力上突出的社会主义合格人才，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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