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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精神风貌作出了“更加自信自强、 富于思辨精神”的高度概括。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理解思辨精神基本内

涵的基础上以多种方式诠释着思辨精神, 具体表现在: 对马克思主义有日渐浓厚的理论兴趣; 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有着逐渐深刻的思想认同; 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有着渐趋主动的认知关切; 对各种社会思潮

有着越来越锐利的辨识能力; 对人生问题有着越来越全面的辩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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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 习近平明确指出: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更加自信自强、 富于思辨精神。” [1] 借由“思辨精

神”这一全新范畴, 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

精神风貌给予了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 准确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 科学把握新时代

中国青年思辨精神的本质内涵和外在表征, 对于

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青年群体、 助力他们成长成

才、 调动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 具有重大意义。

　 　 二、 思辨精神的基本内涵与新时代中

国青年思辨精神的主要表现

　 　 思辨精神是人类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思辨有思考、 辨析之义。 思辨成为“精神”
主要指人们在从事思维运动过程中, 以某种世界

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以思考和辨析为主要思维手

段, 并运用一定的思维方法所形成的精神品质,
是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及科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有力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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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思辨精神”是习近平在 2022 年 5 月

提出的一个崭新范畴, 但是思辨及其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思辨精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却早已有

之。 历史上, 对于什么是“思辨”, 以康德、 黑

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 和以马克

思、 恩格斯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都曾给出

过不同的回答。 康德认为, “思辨的” 与“纯粹

的”具有相同含义, “纯粹的” ( rein) 意指“完全

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所发生的知识” [2] , 从而将

“思辨理性”作为“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区分

开来。 黑格尔则在《逻辑学》中指出: “思辨的东

西, 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 因而在于从

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或者说, 在否定的

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 [3] , 建构了具有辩证法

光辉的思辨哲学体系。 但是, 由于唯心主义抽象

地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实践活动, 导致思辨辩证

法中的理性光辉被其神秘主义所遮蔽, 从而使其

批判和改造现实生活的功能大打折扣。
与唯心主义思辨相反,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

思辨是以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为前提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神圣家族》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唯心主义思辨

予以严厉批判的同时, 也肯定了其辩证法内核。
他们通过为思辨找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 并贯穿

到历史领域,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 从而对思辨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实现了

对辩证法的拯救: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 在现实

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

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4] 思辨精神

也因此成了一种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 在方

法论上遵循归纳和演绎、 分析和综合、 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 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理性辩证精神。
新时代中国青年正是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作为思维活动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 在领悟

“把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有机地统

一起来” [5]深刻道理的过程中, 以实际行动展现

着思辨精神。 其一,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

义产生日益浓厚的理论兴趣。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

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过程中, 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仅于

思想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还以对马克思

主义日渐浓厚的理论兴趣, 展现着全新的思辨风

貌。 其二,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表现出了逐渐深刻的思想认同。 新时代中国青年

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中, 不仅于情感上备受鼓舞, 更以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深刻的思想认同呈现着思辨精

神。 其三,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

变化有渐趋主动的认知关切。 立足“两个大局”
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中国青年不仅进一步增强了

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关注, 也在认识、 解决中国

与世界问题时, 以发展的眼光、 辩证的立场及理

性包容的涵养表现着思辨精神。 其四, 新时代中

国青年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越来越锐利的分辨能

力。 面对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流、 交融、 交锋的

现实状况, 新时代中国青年应时代之需, 在不断

提升自身素养中积极对社会思潮予以理性辨别,
显现着思辨精神。 其五,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自身

的人生问题有越来越全面的辩证把握。 他们对人

的本质、 人生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正确把握凸显了

思辨精神。
因此, 思辨精神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指导的理性辨析思维方法在精神世界的展现。 进

入新时代, 中国青年以真切的实践行动对其内在

蕴含的思辨精神做出多方面呈现。

　 　 三、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有

着日益浓厚的理论兴趣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拥有得天独厚的教育条件

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他们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 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 不断

将理论内核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在对马克思主

义日益浓厚的理论兴趣中展露着思辨精神。
马克思主义作为宏大的社会理论, 与其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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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样, 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不会自然而然地进

入人的头脑中。 尤其对人生阅历有限、 理论素养

有待提升的青年而言, 若想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

义, 既需要接受外在的教育灌输, 也需要发挥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 以形成理论兴趣。 对某事物的

兴趣一旦形成, 人们就会对其格外关注, 从而在

积极情绪和向往心情的激励下展开深入探索。 因

此, 兴趣品质能够体现出个体积极主动的主观态

度。 在丰富多彩的兴趣对象中, 对社会理论产生

的兴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兴趣, 唯有形成对理论

的理性认知, 并以积极努力的情感为指引生成深

入了解的理性动机, 才会最终生成理论兴趣。 因

此,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理论兴

趣, 既是他们接受科学理论教育后发挥主观能动

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也能够作为显性迹象反映

主体精神世界的变动, 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内

核作用于青年精神世界所产生的思辨精神的外在

呈现。
一方面,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 在接受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

其思辨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正是

在学校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良好

氛围中, 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

握, 并对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

趣, 形成了思辨精神。 在中国各个阶段的学校教

育中, 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十分重

要的位置。 作为指导改革开放时期学校教育的纲

领性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

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要将“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少年”作为学校德

育工作的重点, 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

课的作用, 积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 [6]

来认识和分析社会生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更是把

对青少年开展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通过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 不仅把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7] 提升到指导思想

的地位予以高度强调, 更在课程内容建设上做

出顶层设计和筹划部署。 这一文件为新时代学

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科学指针和

实践指导, 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正确掌握马克思

主义、 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提供

了可靠保障。
另一方面,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日

益浓厚的理论兴趣在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都

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 其一, 有越来越多的新

时代中国青年在学校小课堂上主动选择开展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学习, 这是他们中心兴趣形

成的一个重要标识。 据调查, 2020 年全国 354
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本硕博共计 25875 人” [8] 。 其二, 越来越多

的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多种途径参与同马克思主义

理论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参观红色展览、 体验

红色之旅等已成为他们在社会大课堂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 调查显示, 在 2020 年参

与红色旅游的游客中, 25 岁及以下的青年约占

50%。[9] 2021 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共产党宣言》
红色专题展也获得青年的广泛关注。 其三, 很多

新时代中国青年以青春奉献的方式践行着思辨精

神、 培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 这些数字和事

实都生动展现着新时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日

渐高涨的理论兴趣, 也是在理论学习与宣传维度

对其思辨精神的有力佐证。
因此,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兴趣, 这一理论兴趣是思辨精神生成、 发扬的

根与魂。

　 　 四、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有着逐渐深刻的思想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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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 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为在新

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

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10] 。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成功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 世

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 捍卫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 。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 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时代课题” [13] , 进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13] 。 正是因为党中央确立并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 因此,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必须形成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 通过理性的思

想认同实现思想认识上的透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青年唯有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通过

形成思辨精神, 仔细甄别和坚决粉碎社会中存在

的虚假信息, 才能真正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认同。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 社会化大生产

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开放, “我们”和“他们”
的分别愈加明显, 认同已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 对中国而言, 自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以

来, 境内外敌对势力常常通过散布“改革开放使

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或者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 [14]等错误言论, 妄图抹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

者明目张胆地反对, 或者偷换概念地曲解, 总想

以新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新儒学’ 等来

消解和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5] 。 这样的舆论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国青年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 新时代中国青年唯有依托教育和

自我教育, 通过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开展思维活动时将内容与形式、 本质与现象、
原因与结果、 必然与偶然、 可能与现实等关于联

系发展的基本环节科学地囊括其中, 坚持辩证思

维的基本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相统一, 才能

够在面对这些极具迷惑性的错误言论时, 坚定

“四个自信”, 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认同。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思辨精神促进了新时

代中国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新

时代中国青年也能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认同彰显对马克思主义思辨精神的厚植。
在现实生活中, 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展现着

思辨精神。 认同既是一种心理活动, 更是激发外

显行为的内生动力。 因此, 个体能够以实践行动

作为心理认同的显现。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成长

起来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场

摸爬滚打, 在科技攻关岗位奋力攀登, 在抢险救

灾前线冲锋陷阵, 在疫情防控一线披甲出征, 在

奥运竞技赛场奋勇争先, 在保卫祖国哨位威武守

护,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冲得出来、 顶得上

去” [16] ,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认同。 调查数据显示, 93. 2%的大学生赞

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重要论断[17] , 94. 1%的大学生赞许“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

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的观点表述[17] 。 由此可

见,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

满信心,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越来越深刻的

思想认同。
因此,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不断推进,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日益深化、 愈

益坚定“四个自信”的过程中, 不断强化着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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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厚植、 巩固着思

辨精神。

　 　 五、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当今中国与世

界的变化有着渐趋主动的认知关切

　 　 总体而言, 思辨精神是一种主观意识, 其形

成和表现离不开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面对当今

中国与世界的变化, 新时代中国青年还以渐趋主

动的认知关切展现着思辨精神。
首先, 新时代中国青年通过将目光聚焦于当

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展现思辨精神。 新时代中

国青年的思辨精神根源于他们的辩证思维, 这一

思维方式的总特征, 就是用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

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 因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

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

时候,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

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其中

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 而是一切都在

运动、 变化、 生成和消逝” [18] 。 当今时代, 中国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砥砺奋进, 已与世界形

成了相互联系、 彼此贯通的态势。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19] , 这是

对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准确概述。 基于此, 党

和国家对身为国家未来、 世界未来的新时代中国

青年提出了 “ 要有家国情怀, 也要有人类关

怀” [20]的殷切期望。 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

并以党的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青年, 以中国与世

界共同面临的发展诉求、 现实挑战和目标理想为

抓手, 通过与世界各国青年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

作计划、 在寻找历史联结中开展文化交流等实践

活动, 亲身体会着“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的前途

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应该风雨同舟, 荣辱与

共, 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

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21]的深刻道理, 传递着积极

健康的思辨精神。
其次, 新时代中国青年通过秉持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的认知原则, 展现思辨精神。 思辨精神

是主体对经验对象予以理性认知的精神。 这种理

性认知既包括对客体深入展开的逻辑思考, 也包

括对客体进行包含真假、 利弊、 善恶、 主次等方

面的分析判断, 内含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观

点。 新时代中国青年就是以这种辩证的思辨精神

科学认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冲突。 一方面, 在

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 新时代中国青年毫

不动摇地坚守本国立场,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当

国家主权遭受侵害时, 新时代青年通过在社会中

理性发言, 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尊严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 另一方面, 他们积极投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 在 2022 年的北京冬奥会中, 新时代中

国青年秉持理性包容、 求同存异的理念, 与世界

各国青年共同搭建起“一起向未来” 的桥梁。 新

时代中国青年所开展的全球性实践活动都在向全

世界展示他们的人间大爱和人类情怀。
最后, 新时代中国青年能够以积极负责、 理

性健康的涵养, 展现思辨精神。 由于作为思辨精

神外显的思考辨析行为, 是一种主体调动自身认

知机制开展的认识活动, 带有积极主动的意味,
并且是主体在直接认识的基础上依托于自身理性

素养而形成的深层次的逻辑思考, 这就决定了思

辨精神是一种内含积极主动、 理性睿智意蕴的精

神品质。 新时代中国青年以高度的使命感、 责任

感积极投身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建设事业之中。
在国内建设中, 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他们

通过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奉献,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冲锋在前, 在基层一线经受磨砺, 在创新创业中

走在前列, 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22] ,
主动担当起时代重任, 涌现了一大批如黄文秀、
杜富国、 钱海军、 曹彦生等优秀青年。 在国际舞

台上, 新时代中国青年以理性包容的心态“全方

位、 深层次了解世界、 融入世界、 拥抱世界, 学

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文明成果” [23] , 并

通过采取投身“一带一路” 建设、 开展国际志愿

服务等方式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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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累计派出超过

700 名青年志愿者, 先后奔赴亚洲、 非洲、 拉丁

美洲的 20 多个国家, 开展医疗卫生、 农业技术、
社会发展等志愿服务。[24]这一系列数字和事迹都

已成为对新时代青年思辨精神的生动刻画。

　 　 六、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各种社会思潮

有着越来越锐利的分辨能力

　 　 在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辨析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 尤其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时, 他们

能够迅速、 准确地做出分辨和取舍, 这也是思辨

精神的具体表现。
首先,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呼吁着思辨

精神。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流行性的社会意识现

象, 是“在一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 特别是社

会变革时期, 围绕社会重大课题, 特别是社会走

向这一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展开的, 反映一定社会

群体利益和要求的, 具有一定心理基础和理论核

心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 [25] 。 由于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

物” [26] , 并且总是把如何解决这一时代的现实问

题作为关注的核心内容, 因而具有时代性和现实

性特点。 同时, 由于社会思潮需要“理论家和代

表人物的采集加工和论证” [26] , 根据社会环境和

社会心理构建理论体系, 所以社会思潮还具有思

想性和理论性。 除此之外, 社会思潮还因反映着

“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立场和利益” [26] 而具有

群体性和利益性的特点。 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得正

确认识社会思潮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 对新时代

中国青年而言, 这也对其分辨能力及与此有关的

思辨精神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素养要求。
其次, 较为成熟的智力水平为新时代中国青

年形成锐利的分辨能力、 生成思辨精神提供了主

体条件。 在认识活动中, 社会思潮作为认识客

体, 只能为认识活动的产生提供可能性, 最终能

否形成认识主要取决于主体的内在素养, 即智力

水平。 由于青年时期人们的抽象逻辑思维会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 其思维愈加敏捷, 理论思维的能

力日趋增强, 思维方式的逆向性和横向性表现突

出, 这一系列智力素养不仅与社会思潮的客观要

求相符合, 也为思辨精神的产生创造了主体条件。
最后,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新时代中国

青年对各种社会思潮深刻的分辨能力逐步形成。
社会思潮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对其认识和

把握也需在具体的、 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予以实

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与主流意识形

态同在的社会思潮种类繁多, 常见的包括民族主

义、 民粹主义、 网络民粹、 泛娱乐主义、 消费主

义等 17 种[27] 。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状况, 新时

代中国青年凭借着在学校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初步

具有的分辨能力, 会关注不同思潮的社会现实问

题。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 新时代中国

青年也能对错误言论做出迅速反应、 有力驳斥。
例如, 面对 2021 年 10 月网络“大 V”罗昌平在网

络上发布侮辱诋毁“冰雕连” 英烈的错误言论,
广大青年网友基于真正的历史事实, 发掘了其言

论中有悖常理的巨大漏洞, 揭露其历史虚无主义

本质, 并通过评论指正、 督促道歉、 举报投诉等

方式予以批判和揭露, 以正视听。 除此之外, 也

有学者通过开展实证调查发现, 近年来青年大学

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在不断提升, 2018
年青年大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高达

93. 84[28] , 而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总体认知认同

度一直比较低” [28] 。 这些事实既表明了青年对社

会思潮的锐利分辨, 也表明了其分辨能力背后的

思辨精神。
诚然, 在肯定新时代中国青年能够以更加深

刻的辨识能力辨别各种社会思潮的同时, 也不能

否认他们在对社会思潮的辨析上还存在着一些不

足。 在敌对势力为制造思想混乱而使用的绚丽手

法和复杂理论观点面前, 青年常常“仅是作出了

自我知识背景下的个人解读, 难以准确判断社会

思潮的准确性和实质目的” [29] , 极易掉入意识形

态陷阱, 甚至还会导致青年在理想和现实、 主义

和问题、 利己和利他、 小我和大我、 民族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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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 因此, 针对新时代青年

“思想活跃、 思维敏捷, 观念新颖、 兴趣广泛,
探索未知劲头足, 接受新生事物快” [30] 的特点,
应将教育引导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学会在各种思

潮交融交锋中把握主流,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

住本质” [31]为目标引领, 把不断提升分辨能力、
厚植思辨精神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

作, 久久为功, 常抓不懈。

　 　 七、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人生问题有着

越来越全面的辩证把握

　 　 对人生问题予以更加全面辩证的把握, 也是

新时代中国青年思辨精神的具体表现。 正是基于

思辨精神, 他们越来越能够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 辩证看待人生境遇, 理性认识人生价值。
首先,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思辨精神体现在,

他们越来越能够认清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科

学地把握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

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2] 。 这一基于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

出了人的本质, 通过阐释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呈现出思辨意蕴, 是在思辨精神指引下形成的科

学真理。 新时代中国青年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过程中, 也通过接受理想信念教育、 爱国主义

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

育, 积极将对个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置

于爱祖国、 爱人民、 爱自己的现实行动中, 以主

动参与社会事务、 弘扬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实

现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和努力践行。 人们常

常在社区建设、 扶贫开发、 应急救援、 文化传

承等场所看到青年忙碌的身影。 有资料统计,
截至 2021 年底,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 14
岁至 35 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9000 万人” [33] 。
新时代中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行为实践中, 展现

着他们基于思辨精神而对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做出

的辩证回答。

其次,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思辨精神体现在,
他们越来越能够处理好人生中的多重矛盾, 辩证

地看待人生境遇。 人生在世, 得与失、 苦与乐、
顺与逆、 生与死、 荣与辱、 机遇与挑战等矛盾是

必然存在的。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既是摆在青年面

前的关键问题, 也是人生观养成中不容回避的重

要内容。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以辩证的

观点对这些矛盾予以全面的理性思考和辨析, 才

能避免陷入感性冲动的认识误区, 顺利实现对人

生矛盾的合理认知并妥善解决。 对此, 习近平对

青年作出谆谆教导: “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 会

收获成功和喜悦, 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 要正确

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 处优而不养尊, 受挫而不

短志, 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

的包袱。” [34]事实上, 具备思辨精神的新时代中

国青年正在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现其对人生境遇

的辩证理解。 他们既深切感受到自身在就业、 教

育等方面面临的压力, 又能从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注及全社会的倾力支持中获取有利的发展条件,
形塑了中国青年自信达观、 积极向上的鲜明形

象, 在理性乐观、 积极健康的良好心态指引下,
以更加昂扬的伟大奋斗精神谱写着更加华丽的人

生篇章。
最后,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思辨精神体现在,

他们越来越能够明辨人生中的平凡与伟大, 理性

地认识人生价值。 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 能力

大小有所不同, 他们对社会贡献的绝对量必然存

在差异, 仅凭社会贡献并不能准确考察个体的人

生价值, 还应看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尽力程

度。 只要他尽职尽责, 积极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伟大的人生。 因此, 人生价

值的这一科学衡量标准也是通过充分发挥辩证思

维而形成的。 这就决定了, 对人生价值的理性认

识也只有在秉持思辨精神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通过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 把平

凡的岗位作为成就人生的舞台, 描绘着异彩纷呈

的人生画卷。 在工厂车间一线, 有刘仔才等青年

工人们苦练本领、 精益求精, 坚守着让“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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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走向世界的初心使命; 在田间地头, 有李臣

果等青年农民们在寒耕暑耘, 坚守着努力将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庄严承诺; 在建筑

工地上, 有谭双剑等青年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使

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不断刷新着美丽的城

市名片; 在训练场上, 有武大靖等青年健儿们刻

苦训练、 顽强拼搏, 诠释着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

场上高高飘扬的豪情壮志。 这些新时代中国青年

的生动实践, 都在充分彰显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理

性认识和理解, 诠释着思辨精神在人生问题上的

本真意义。

　 　 八、 结语

　 　 新时代中国青年富于思辨精神的精神品质是

通过多层面、 多角度呈现出来的。 既有在主流意

识形态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兴趣和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同, 也有关于身处环境的

对当今中国与世界以及社会思潮的科学审视, 还

有在个体人生层面上的客观认识和辩证把握。 正

是在这些多重意义上, 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青年

作出“富于思辨精神” 的高度赞美。 当然, 新时

代中国青年思辨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工作仍需继

续, 国家、 社会、 学校和家庭等多方力量应齐心

协力“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 青年工作的热心

人、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0] ,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不断强化和巩固他们的思辨

精神, 为新时代青年接续奋斗提供源源不断的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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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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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gue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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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as
 

“ more
 

self-
confident

 

and
 

self-improvement,
 

rich
 

in
 

the
 

speculative
 

spirit
 

”. The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are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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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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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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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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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they
 

h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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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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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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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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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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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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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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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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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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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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