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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专题三

放飞青春梦想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把握理想信念的

特征，认识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

才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认识和树

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正确理解个人理

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在实现中国梦

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教学目的与要求



一、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

二、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三、放飞青春梦想

主要内容



针对500名哈佛大学生25年跟踪调查

比例 25年前 25年后

3% 长期且清晰的目标 25年朝一个目标不断努力,几乎成为社会
各界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行业领袖等

10% 有清晰但比较短期、阶
段性目标

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短期目标不断实现，
事业稳步上升，成为各行业的专业人士：

医生、律师、管理者等

60% 有模糊目标 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能够安稳地生活与
工作，但无特别的成功

27% 没有目标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常常失业，喜欢抱怨
他人、社会



人生成长第一课

超越自我，还是随波逐流

选择安逸，还是守住激情



（1）什么是理想
哲学： 理想是人生最高之准则。

社会学：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政治学：理想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集中反映，是支配一

定社会人们行动的强大精神力量。

心理学：理想是指向未来、指向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远景。

美学： 理想是至善至美的生活。

伦理学：理想是最高尚的人格。

人生学：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人如何度过自己一生的

总体规划。



（2）理想的特征

1、超越性 2、实现可能性

3、实践性 4、时代性和阶级性



理
想
的
内
容
和
层
次

科学理想

非科学理想

崇高理想

一般理想

从性质和层次上划分

长远理想

近期理想

从时序上划分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

从对象上划分

职业理想

道德理想

社会政治理想

从内容上划分

生活理想



社会政治理想：一定社会或者个人对未来社会制度和

政治结构的追求与向往。

柏拉图
理想国

英法
空想社会主义

英国
乌托邦

马恩
共产主义



2、信念

（1）信念：人们在一定认识基础上
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
努力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



（2）特征

稳定性：一旦形成，终生不渝有巨大惯性

执着性：努力身体力行，不达目的不罢休

多样性：因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生活而不
同。



信念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



当我们看着霍金照片的时候，
他所给我们的是一副病弱的身
躯，然而我们却能透过如此病
弱的身躯，找到使他永远坚强
不倒的内在动力，那就是对人
生理想追求的永不倦怠，对科
学高峰追求的永不放弃，对病

魔斗争的永不妥协。



意志

信念
行为

外界信息

认知

情感

信仰



v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
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为民族已
到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
不会了解，老枪、老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1、指引人生的奋斗目标
2、提供人生的前进动力
3、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

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意义

理想信念的作用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
——流沙河《理想》



“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
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
活。”

——雨果



理想与大学生

1.使人具有方向感

2.使人潜能挖掘

3.使人快乐与充实

4.使人朝气蓬勃



青春榜样

张九童，毕业于滨州学
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
究生。身有残疾，却自
强不息。本科四年，每
年均综合测评第一。发
表作品40多篇，出版两
部文集。获得中国大学
年度人物入围奖，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山
东高校十大优秀学生等。



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
曙光而讴歌了。

——泰戈尔

二、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

克思主义的创始者，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



千年思想家评选结果

v 1）卡尔·马克思；

v 2）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v 3）艾萨克·牛顿爵士；

v 4）查尔斯·达尔文；

v 5）圣托马斯·阿奎纳（中世纪意大利神/哲学家）；

v 6）史蒂芬·霍金；

v 7）伊曼纽尔·康德；

v 8）雷内·笛卡尔；

v 9）詹姆斯·麦克斯韦尔；

v 10）弗里德里希·尼采。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马克思主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v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诞生，到今天的21世纪，
一直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v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在世界面
前。



马克思主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v 处在大学阶段的青年，有着朝气
蓬勃、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的旺
盛生命力，他们探索真理的热情；
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勇气以及舍
我其谁的精神，无不展现着令人
钦佩和羡慕的青年特质，正是这
一特质决定了他们对思想美的惊
叹里，潜伏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
真理追求的本能。

青年们发出时代的呐喊：我们需要一种信仰青年们发出时代的呐喊：我们需要一种信仰



共产主义社会
v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
义。它是人类迄今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社会。

v它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
高，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v它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学说、制度，更是
一种社会实践。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
过程，我们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确定
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地推进我们的
事业。”

——胡锦涛



思考：为什么必须有一个共同理想？
这个共同理想具体表述是什么？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1、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3、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各个阶级纷纷探索中华民族之出路

1、始终坚定对共产党的信任



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

均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
领导者，救中华民族于
危亡之中



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

是历史的选

择，是中国

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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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雪山



过草地



激战腊子口

走出雪山草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领导中国人民建
立新中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
第二代中国共产
党人开创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v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坚持、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v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三件

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途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而这便是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担当。



v中国的大跃进、共产风、反右、文革等，是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代价。

v党的队伍中存在消极腐败现象，该如何正确

认识这一现象？



v 中国历史第一贪官，“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v 关于腐败，透明国际公布了2016年全球清廉指数报
告，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与新西兰得分90，
并居首，美国位居18，日本位居20，俄罗斯131位。
中国位列第79位，得分40，比2015上升4位，比2014
年排名上升21位。



v 丹麦 1
v 新西兰 1
v 芬兰 3  
v 瑞典 4
v 瑞士 5
v 挪威 6
v 新加坡 7
v 荷兰 8
v 加拿大 9
v 德国 10



v 索马里 1（连续十年）
v 南苏丹 2
v 朝鲜 3  （连续五年）
v 叙利亚 4
v 也门 5
v 苏丹 6
v 利比亚 7
v 阿富汗 8
v 几内亚比绍 9
v 委内瑞拉 10





v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向人
民做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庄严承诺，立下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军令状。十八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大
问题，通过了一部准则一部条例。



一个理论
一系列方针
一支队伍

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
路，中国混乱的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
局面就不能改变。

——邓小平

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神舟飞天 蛟龙潜水



航母入列嫦娥奔月



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v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

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

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

体制等各项制度。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v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
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
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v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长期辉煌。

v （“留学生”称呼的来历）





v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历史征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复兴展

现了美好前景。大学生应充满信心。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希望，是实现民族复兴

的正能量。



（一）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三、放飞青春梦想

1.辩证看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2.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3.艰苦奋斗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



用现实来
否定理想

用理想来

否定现实

两种

认识

偏向



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充分印证了社会理想实现
的道路是长期的、艰巨的和曲折的。

1848年
《共产党宣言》

诞生

1917年
第一个

社会主义

国家建立

二战后

一批

社会主义

国家兴起

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成功实践

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v“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也。

v ——《史记》

正确对待实现理想的顺境与逆境



艰苦奋斗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
v

v

v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

v 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

v 桥梁。

v ——克雷洛夫



（二）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社会理想规定、指引着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是对个人理想的凝练和升华。



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
梦。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习近平



v 1.物质与意识辩论关系原理；
2.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论关系原理；
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4.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7.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
8.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
9.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
10.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
11.量变与质变相互关系原理；
12.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
13.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
14.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
15.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原理；
16.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互关系原理；
17.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18.人的价值原理. 



天上纷纷掉饲料，从早到晚睡大觉；

天下人人都爱猪，世上屠夫都死掉。

——猪之理想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流沙河

理想



理想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旧社会:分得土地,翻身当家作主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西村第一高楼
高328米，位列
国内第八。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

“有田同耕,有饭同
吃,

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



v 有一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了，

他们即将开始各自的人生历程。他们的智力、学历、环境条
件都相差无几。临出校门，哈佛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
目标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
人，目标模糊；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3%
的人，有清晰而长远的目标。

v 25年后，哈佛再次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是这
样的：3%的人，25年间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几乎
都成为社会各界的成功之士，其中不乏行业领袖、社会精英；

10%的人他们的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
人士，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 60%的人，他们安稳地生
活与工作，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
中下层；剩下的27%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很不
如意，并且常常在埋怨他人、抱怨社会、抱怨这个“不肯给
他们机会”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