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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the Northeast Anti Japanese Federation, as one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s of the CPC,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PC 
people in the new era not to forget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and is the spiritual “backbon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mbition and backbone.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Marxists in universities can help establish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cultivate noble willpower, and foster a sens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e paper integrates the spirit of the Northeast Anti Japanese 
United Front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Marxists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a five in one approach, including theoretical navigation, 
practical refinement, cultural nourishment, mentor guid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order to better cultivate qualified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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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与使命的根基，是中国人民的志气与骨气
的精神“脊梁”。将其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中，有助于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助于培养高尚的意志品质，有
助于树立大局意识。论文通过理论导航路径、实践淬炼路径、文化滋养路径、导师引领路径、自我提升路径，五位一体的
方式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中，更好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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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东北抗联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的彪炳史册的中国革命精神之一，具有鲜明的东北

地域特色。在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过程中，融入东北

抗联精神既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东北

抗联精神在战争年代是抗击侵略者的强大精神武器，现在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思想动力，同样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1]。在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中融入东北抗联精神，可以更好地提升当代

大学生的品质意志，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培

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 新时代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涵

2.1 矢志不渝、坚定的理想信念
自 1921 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信仰，坚

守对党忠诚的信念。东北抗联的共产党员舍生忘死，不断践

行着心中的信念，坚持忠诚于党。东北抗联将士在十四年漫

长的抗战中，虽然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但心中依然保持

坚定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广大党员干部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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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困难中坚定不移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坚定力量。在面对无尽的痛苦，面对牺牲时，仍然相信

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坚信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用热

血和生命践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誓言 [2]。

2.2 救亡图存、高尚的爱国情操
东北抗联精神自抗日战争产生，这是同敌人进行正义

反侵略的战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无数东北抗联战

士，在这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不断挑战着生存极限。面对

残酷的战争，抗联战士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爱国情操，不断激励大学生们要肩负

起振兴中华的责任。

2.3 视死如归、伟大的牺牲精神
在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抗战中涌现出如杨靖宇、赵一曼

等众多英雄儿女，他们都体现着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的伟大

牺牲精神。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他们不惜付出个人的牺牲，

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之尊严，用自己的生命谱写英雄赞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革命先烈们前赴

后继的鏖战，展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是实现革命

胜利的精神武器 [3]。

2.4 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精神
东北抗联的十四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艰

苦的斗争之一，意识在敌人残酷的暴行下，在天寒地冻极度

恶劣的环境下，抗联战士以百折不挠如钢铁般的意志，与敌

人进行英勇的抗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战斗，吃苦耐劳，

忍受饥饿和寒冷，舍小家为大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艰苦

奋斗，展现了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4]。

3 东北抗联精神在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中的价值

3.1 有利于坚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青年们面临着各种思

潮和价值观的冲击，很容易迷失自我，而大学阶段正是价值

观、世界观养成的关键时期。东北抗联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

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他们挺过敌

人的暴行，支撑他们扛过了腊月严冬，支撑他们打赢了长达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

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

也是精神的对垒。”东北抗联精神正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立

志成才的思想动力与精神财富。在成长的道路上，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而拥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让青年们更加

勇敢地面对，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坚定的理想信念

将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前进的动力，使他们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2 有利于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品质
当代大学生出生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消费、娱乐等

多股不正之风逐渐让青年学生养成很多不良习惯。没有经历

过老一辈革命家所经历过艰难困苦，使他们缺少艰苦奋斗的

精神和敢于斗争的本领与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

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

东北抗联战士，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纵使敌人残暴且强大、

纵然深陷绝境也不会退缩，毅然选择迎难而上。在面对强大

敌人时，不畏强敌、敢于亮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

艰苦奋斗的品质，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也正是当代大学生所

缺少的意志品质。

3.3 有利于树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局意识
身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从全局高度、用长远

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能够全面、系统、发展地看待问

题。在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战士同人民一起同仇

敌忾，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抵抗外敌入侵。在敌人的

侵略下，中朝苏人民团结一致，生死相依，共同谱写了团结

抗日的赞歌。东北抗联在整个中国抗日战场作出重大贡献，

对世界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产生重要影响。在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上，要不断引导他们形成大局观、整体观的

思维，形成大局意识，从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

青年学生只有胸怀天下、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牢记使命，

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拥抱充实幸福的美好人生 [5]。

4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路径

通过选取吉林省内某高校 300 名不同年级大学生，围

绕对东北抗联精神的了解、对东北抗联精神的认识、东北抗

联精神的价值，以及希望获取相关知识的途径进行调研。

经过调研发现，当前大学生对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了解

途径较为单一，局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个章节，对于理

论知识的了解和领悟还很少，日常学习生活中对于东北抗联

精神的涉猎不够丰富。东北抗联精神作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中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学习和发扬。通过调研，选取理论导航

路径、实践淬炼路径、文化滋养路径、导师引领路径、自我

提升路径，以五位一体的方式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中，以更好地推动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更好的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4.1 理论导航路径
通过理论学习的方式，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中，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以专题的方

式专门开设抗联文化和抗联精神的课程。此类专题课程不仅

仅面对培养的学生群体，同时面对教师及导师群体，将线下

课堂与云课堂相结合，提升教师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课堂的

能力。当教师充分了解东北抗联精神的深刻内涵，才能更好

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

才能在学习和生活中给青年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二是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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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分别融进抗联精神，如在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融入抗联精神，把它与中国精神相联系；

在纲要课中融进东北抗联的历史；在概论课中探讨东北抗联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在原理课分析东北抗联战士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此同时，各科教师应该互学互鉴，共同

研讨，交流学习心得，共同加强理论学习，推进东北抗联精

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6]。

4.2 实践淬炼路径
以实践方式，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以“情系密营”为主题

设计研究走抗联路的实践研修线路，在现有线路的基础上研

究新的线路；作为实践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社会实践

活动可以使学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东北抗联精神所蕴含的

丰富内容，在切身实践中深入了解抗联将士们的优秀品质
[7]。依托红色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淬炼的同时，可以使走出去

和引进来结合，与红色教育基地合作定期开展实践活动，成

立大学生红色志愿者团队，参加培训、宣讲、解说等活动等

深刻地领悟东北抗联精神。二是以“白山黑水”为主题，进

行 VR 虚拟创意文本及软件的开发研究，借助 VR 实验室进

行虚拟实践。实践更要使其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现有“白

山黑水”主题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依托各个

东北抗联故事，开发新的 VR 主题，通过 VR 技术让学生身

临其境地感受不同场景下东北抗日联军为革命艰苦奋斗的

意志，从而增强学生爱国情怀、培养艰苦奋斗的品质。

4.3 文化滋养路径
主要通过文化氛围来把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之中，充分发挥党团阵地作用，采用打造抗联文

化墙，刻画英雄壁画，塑造人物雕像等多种方式，把抗联精

神融入学校日常文化建设之中。同时文化滋养，不仅要外化

于行更要内化于心，依托特殊日期、节日，充分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开展主题演讲、英雄故事宣讲等方式学习东北抗联

精神。设立东北抗联图书展举办读书分享会，成立宣讲团定

期进行红色宣讲，从多个维度，不同角度沁润高校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东北抗联精神的文化滋养。

4.4 导师引领路径
通过导师引领的方式来把抗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之中。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过程中，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的每名青马学员都配有青马导师，

作为领路人引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学习进步。这就要求

青马导师要深刻领悟东北抗联精神，才能在日常学习和生活

给学生带来积极影响，在学生感到困惑时，“一语点醒梦中

人”。所以也要定期对导师群体进行培训，领悟新时代赋予

东北抗联精神新的能量，助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补充精神 

之“钙”。

4.5 自我提升路径
主要通过自我提升的方式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把抗

联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之中，如采取阅读抗

联书籍、观看影视作品、理论课题研究等方式。在调研中发

现，当前大学生更愿意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自主学

习东北抗联精神。红色电影和红色书籍可以转变成多集短视

频及故事连载，同时还可以依托抗联故事创造漫画，通过新

媒体的方式可以迅速吸引学生了解和学习东北抗联精神，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热情。在学生社区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观影活

动，使学生在课余时间有机会领略到抗联精神的伟大。同时

结合理论课题研究和原著阅读，使得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更加有效。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

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8] 青年是

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东北抗联精神是一座历久弥新的

精神宝库，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9]。充分

发挥东北抗联精神对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激励作用和立

德树人功能，通过实施“青马工程”，落实好“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养成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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