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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春时期是人生兴旺发展时期，也是夯实人生路基的时期。 俗话说得

好，一年之季在于春，春播秋实，只有春天播下良好种子，夏天呵护管理，秋

天才能收获累累硕果，到了冬季，才会回味到成就的快乐。 人生何况不是

如此，只有在青春时期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根深叶茂，经风雨，见世面，茁

壮成长，把自己铸造成国家的栋梁之材，实现人生奉献的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生力军，是祖国的希望。 青年壮则国家

壮，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胜则国家胜。 因此，青年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任

重而道远，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毛泽东曾对青年留学生讲过一段精彩的

话，至今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奋发向上。 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

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

属于你们的。”正因为青年人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广大青年的今天，也

就预示并决定着祖国的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时指出：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希望你们带头刻苦学习，带头苦干实干，带

头严格自律，带头联系青年，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他还要求广大青年必须站在理想信念这个制高点

上，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青年，用历史的眼光启发青年，用伟大的目标感召青

年，用光明的未来激励青年。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世纪新阶段，又给广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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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提出了严肃的历史命题：青年人如何使自己沿着正确的道路前

进？ 回答是明确的，那就是广大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增强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养成慎始、慎独、慎微意识，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 要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前进

方向；要练就过硬本领，成为栋梁之材；要开拓创新，站在时代发展前列；要

矢志艰苦奋斗，乐于建功立业；要锻炼高尚品格，发挥积极向上作用。 做到

德才兼备，德为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牢记品德修养是立身处世之基，只

有把人做好了，才能真正走得远，干大事，成大业；并用实际行动描绘自己

精彩闪亮的青春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壮丽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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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治学是基础

　 　 （一）重视教育

教育从狭义上讲，主要指由专职人员与专门机构进行的学校教育。 从

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

教育。 所以说，接受教育和主动学习一样，都是需要终身践行的事情，在人

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应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对教育都有过许多论述，孔子认为：“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人们

的品行和修养；鲁迅认为“教育是要立人”，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如何

让人成为一个人；蔡元培则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

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

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主张因材施教，发挥每一个人的个性与特点，为社

会服务；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在培养有行

为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强调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国

际 ２１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说：“教育

是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

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

社会上对教育的定义和理解各有差异，但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却相对一

致，认为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

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 在教育中，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培养比知识获取更加重要。 教育只有以核心价值观凝神聚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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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立德树人，培养出身心健康、品质高尚的有用人才。 总之，教育的本

质属性是一种影响，一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影响，然而

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教育应该有助于人们客观认识自身和世

界，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制定正确

的方针、规划、制度，以促进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无论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国家而言，教育总是起着特别重

要的作用。 教育的功能大致可分为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 个体

发展功能又分为个体社会化功能与个体个性化功能两方面；社会发展功能

分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等。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

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热情歌颂了少

年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他重视青少年时期教育和培养

的这种认识是具有前瞻性的，值得今人深思。

教育的根本应该是对个性的尊重，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注重人文教

育。 人文教育讲究的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和情感，这其中包括人的人性和

灵性，而灵性开发追求的就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原创性和思想性。 我国虽然

一直注重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但人文教育在我们的学校课堂里却非常欠

缺。 人文教育的欠缺将会导致科学越发达人类越野蛮的可怕后果，那就是

异化人性，扼杀灵性，所以，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滋养，坚持育

人第一，修业第二。

教育应该坚持从人性出发的目的，就是以追求幸福和自由为根本，以

追求真善美和对人的尊重为途径。 我们应该清楚，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发

展归根结底是取决于人文素质的提高和品位的差别上。

教育是振兴国家之本，教育是民族兴旺之基，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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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这便是著名

的“钱学森之问”。 面对中国的教育，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发出了自

己的疑问。 ２００５ 年，在温家宝总理登门拜访他时，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

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

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

界曾广泛关注过“李约瑟难题”：尽管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

术和印刷术，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

国？

相比而言，英国人李约瑟（１９００ ～ １９９５）只是对世界史上已经发生了的

事实不能释怀，随之提出了一个“虚拟”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则是一个

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针对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现实

提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尽管李约瑟和钱学森属于同时代人，但

李约瑟钟情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钱学森则献身于中国的航天事业。 李约

瑟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的过去，钱学森的事业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现

实，“钱学森之问”则直接针对中国的现实，其思考的锋芒则指向了中国的

未来。

　 　 （二）善于求知

列宁说得好：“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

义者。”

从油灯到电灯到无影灯，从刀剑到枪械到炸弹，从热气球到飞机到火

箭……自古以来，人们的发展进步总是离不开知识。 正因为人们不断地丰

富知识，掌握技能，才让人们在自然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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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我们没有猛犸象的庞大体积，没有猎豹的奔跑速度，没有毒蛇致

命的毒液，没有虎狼尖锐的牙齿……是什么让人类得以生存？ 是知识！ 飞

机让我们在天空中驰骋；船只让我们在海洋中畅游……就连诸葛亮草船借

箭、巧借东风的神技能够成功，靠的也是他对天文气象知识的成功运用，知

识可以让他明确地知道什么时候下雾，什么时候刮东风，并将其应用在战

略中……可见，知识的力量多么伟大！ 我们用知识挽救生命，用知识改变

历史……知识无处不在！

马克·吐温曾说过：“１９ 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

海伦·凯勒。”读过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人都知道，她

曾在在黑暗中度过了 ８７ 个春秋，要是换成其他人的话，恐怕过不了几天，

他们就会承受不起家庭的负担。 海伦·凯勒是不幸运的，但是因为有了知

识，她才那么幸运。 在她出生十九个月时就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后，便与这

个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她变得古怪、粗暴、无礼，直到她的莎莉文

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教她识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得以与人沟

通。

海伦·凯勒在书中这样写道：“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

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

脉搏，否则就不懂人类生命的音乐！”的确，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正是

知识才使海伦·凯勒创造了这些神话。

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 ２１ 世纪的今

天，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是与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

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

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科技知识和高素质的

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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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知识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

位。 知识成了最重要的资源，“智能资本”成了最重要的资本，在知识基础

上形成的科技实力成了最重要的竞争力。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企业

的发达和个人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对知识的掌握和创造性的开拓与应用，

而知识的生产、学习、创新，则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知识已成了时代发

展的主流，尤其是以高科技信息为主体的知识经济体系，其迅速扩展的现

实令世人瞩目。

文化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知识经

济正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好的机遇。

知识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硕果，是靠劳动才能获得的，它不仅是取

得成功的条件，还会给你带来丰富的生活意趣。

英国著名科学家焦耳从小就很喜爱物理学，他的求知精神很值得学

习。 他常常自己动手做一些关于电、热之类的实验。 有一年放假，焦耳和哥

哥一起到郊外旅游。 聪明好学的焦耳就是在玩耍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做他

的物理实验。 他找了一匹瘸腿的马，由他哥哥牵着，自己悄悄躲在后面，用

电池将电流通到马身上，想试一试动物在受到电流刺激后的反应。 结果，

他想看到的反应出现了，马受到电击后狂跳起来，差一点儿把哥哥踢伤。

尽管已经遇到过危险，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爱做实验的小焦耳的情绪。 他

和哥哥又划着船来到群山环绕的湖上，焦耳想在这里试一试回声有多大。

他们在火枪里塞满了火药，然后扣动扳机。 谁知“砰”的一声，从枪口里喷

出一条长长的火苗，烧光了焦耳的眉毛，还险些把哥哥吓得掉进湖里。 这

时，天空浓云密布，电闪雷鸣，刚想上岸躲雨的焦耳发现，每次闪电过后好

一会儿才能听见轰隆的雷声，这是怎么回事？ 焦耳顾不得躲雨，拉着哥哥

爬上一个山头，用怀表认真记录下每次闪电到雷鸣之间相隔的时间。 开学

后，焦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做的实验都告诉了老师，并向老师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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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望着勤学好问的焦耳笑了，耐心地为他讲解： “光和声的传播速度是

不一样的，光速快而声速慢，所以人们总是先见到闪电再听到雷声，而实际

上闪电雷鸣是同时发生的。”焦耳听了恍然大悟。 从此，他对学习科学知识

更加入迷。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认真的观察计算，他终于发现了热功当量和

能量守恒定律，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

　 　 （三）自觉学习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是人生成长之梯，是政党巩固之需，是国家兴盛

之要。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

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知识能够塑

造一个人的性格，而学习恰恰能够使人获得更多的知识，由此可见学习的

重要性。

学习，是一种享受———享受阳光，明媚；享受空气，清新；享受历练，深

邃。

学习，是一种情怀———关照自然，渴望倾听，亲近生命，走进心灵。

学习，是一种幸福———自然中的小草、大树，人类中的快意与波澜，都

会闪烁出爱的火花，都会流露出笑的宽慰。 庄子的超脱，陶潜的隐逸，岳飞

的壮怀，路遥的奋进，都会给你一颗澄澈之心、平静之心、充沛之心、向上之

心。

学习，使你如风，掠过千山万水，黄河黄山，长江长城；学习，使你如燕，

翔过绿色、蓝色与黄色的家园，领略西双版纳与大兴安岭，倾听雅鲁藏布与

喜马拉雅。

遨游学海，跋涉书山，知识上的充实带给我们快乐；山重水复，曲径通

幽，破解难题的柳暗花明带给我们快乐；思想境界上的不断开阔，心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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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净化带给我们快乐。

一个人毕生都需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习，每个人，不管他已经取

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都不能绝对地说自己有多聪明多厉害，也没有人敢

说自己已经不需学习了。 任何人的成功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获得的，

如果不学习即使有天才的智慧也只是浪费。 然而只要你努力了，成就如何

已经无关宏旨了。

方仲永幼时是天资聪颖的神童，但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就是因

为他没有受到后天良好的教育并沉溺于自我欣赏与他人捧杀的环境中。

那样天生聪明并有才智的人，都因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而成为平凡的人，

那我们呢？ 如果不学习，那不就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了吗？

战国时有位名为苏秦的好学者，昼夜勤读，困倦时就用锥子扎自己的

大腿，清醒后继续学习。 晋代名士孙敬，昼夜苦读，唯恐困倦，就用绳系发

悬在房梁上，瞌睡时把自己拽醒，继续学习。 这两位最后都取得了伟大的

成功。 由此可见，努力学习是一个人成功的必经之路。

爱因斯坦曾说：千万不要把学习当成一个任务，而应该看成一个令人

羡慕的机会。 是的，只要我们不辞劳苦，敢于面对学习中的困难，你就会发

现，学习中自有情趣，充满快乐。

学习永无止境，学习永不满足，学习使你进步，学习使你纠错，学习使

你成功，学习使你辉煌。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随笔

录·论读书》中也说“读史使人明智”；郭沫若也常常告诫青年“能读书才

必博”；在我国传统的谚语中更有“三代不读书，犹如一圈猪”的说法。 可

见，无论伟人还是平民，都站在不同角度，用自身体会或当时的社会背景共

同诠释了读书对人生的重要性。

读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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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巩固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提高我们的认读水平和

作文能力，甚至对于各科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的知识体系是通过课内外的自主学习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读书

就是搜集和汲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不是很

具体和容易理解的，需要再消化才能吸收。 大量的阅读，可以使自己把课

内学到的知识，融会到阅读课外书籍所获取的知识中，相得益彰，形成“立

体”的牢固的知识体系，直至形成能力。

读书不仅对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有着重要作用，对道德素质和思想意识

的培养也有重大影响。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们都有自己心

中的英雄或学习的榜样，如军人、科学家、老师、英雄人物等。 这些令我们

崇拜、学习和模仿的楷模，也可以通过阅读各类书籍来加深认识。 我们在

进行阅读时，会潜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进

行比较，无形中就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如果学生的智力生活仅局限

于教科书，如果他做完了功课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那么他是不可能有自

己特别爱好的。”每一个学生必须在书籍的世界里，有自己的生活，应把读

书视为自己的乐趣。

读书，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 枯燥烦闷时，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迷

茫惆怅时，读书能平静你的心，让你看清前路；心情愉快时，读书能让你发

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更加享受生活。 读书是一种最美丽的享受。 “书

中自有黄金屋。”

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术。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读

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许多奇妙的故事，一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

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读诗使人高雅，

读史使人明智，每读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自古以来，勤奋读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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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就是很多人的毕生追求，可以“悬梁刺股”，可以“萤窗映雪”。 读书是

一种最优雅的素质，既能塑造人的精神，又能升华人的境界。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 没有书的人生就像空心的竹子一样，

空洞无物。 书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犹太人让孩子们亲吻涂有蜂蜜的书

本，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要让甜蜜充满人生就要读书。 读书是

一本人生最难得的存折，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你终会发现自己是世界上

最富有的人。

读书是一种感悟人生的艺术。 一本好书教会我们如何去看待人生。

读书是人生的一门最不能缺少的功课，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昂首阔步畅

通无阻。

毛主席一生读书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痴迷于读书，

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书架、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

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几

乎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 他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

钟里，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

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 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

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 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

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 ３９

摄氏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 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

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

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毛

主席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 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

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

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 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愈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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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地背诵。 《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 《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

的时候就看过，到了 ６０ 年代又重新看过。 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

差不多有十种以上。 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５０ 年代读，６０ 年代读，

到了 ７０ 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仅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 毛主席的

私人藏书多达 １０ 万多种，而他一生读的书难以数计。 他终身学习的顽强

毅力，无疑是值得青年学习的。

　 　 （四）增加智慧

一个缺少思考智慧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一个缺少思考智

慧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善于思考才能得到智慧，中华民族需要

有大批创造性智慧的人才，这将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和科学教育

等领域的发展趋势。 但智慧人才从哪里来？ 只能从智慧教育中来。 所以，

智慧教育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 不会思考，哪儿来的智慧？ 只有在学习

中勤于思考，在实践中善于思考，才能获得智慧和真知。

纵观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和科学

家等，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有着智慧、纯朴和勤劳，他们总是能够

自觉运用自我思考去探索智慧教育。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视思考智慧教育的民族，正是智慧教育造

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孔子；正是智慧教育造就了中华

大地的一代英才孙子。 事实证明，只有智慧教育才能够为人类为社会造就

出成千上万的精英人才。

智慧教育，就是要提高人们生命质量和生活的品位教育；智慧教育，就

是要引领人们获得自我智慧的教育；智慧教育，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智慧生

命精神的教育。 智慧教育怀有着天地自然广博的胸怀；智慧教育具有着人

类特有的自然本性；智慧教育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智慧教育懂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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