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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的认识与体会 

辛越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

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习近平

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

的重要标志；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烈”。因此，在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再度思考习近平总书记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思想、论断和期望，对于重新认识高等

教育的宏观作用、问题根源、推进路径等，具有划时代的重

要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等教育思想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全力解

决全面小康、实现美好生活与中国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领域方面的问题。在此现实条件

下，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的新内涵将具有重要的时代气息。 

（一）一个目标：高等教育支撑决胜全面小康 

教育是最大民生之一的理念已经被老百姓普遍认同，社

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参与度也日益增强。十八大后，习近

平总书记力推教育综合改革，更期望高等教育能够作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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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资源，推进创业就业，并从提升人的思想和素质上解决

贫困的问题，即扶贫必扶智。其实，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早已清楚看出，要想彻底

解决贫困，关键还是在于教育。他提醒干部说：“我们已经

看到了闽东经济的贫困，那么，教育是不是也‘贫困’？把

问题看得严重些，还是好的。”他还强调，必须把人才作为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亟需的软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来

抓，“人才兴旺就是科技兴旺，经济兴旺。经济靠科技，科

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

一个相辅相成、循序递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于教育”。 

不言而喻，在人才发展和科技强国中，高等教育起到

最为基础的作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最大困难在农村和西

部，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东部发达省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贫困地区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习

近平总书记时刻牵挂着“老乡小康”，多次强调西部地区、

革命老区等为新中国建设不惜代价，而当前这些地区的贫困

问题必须引导全国的关注与支持。他强调要通过领导联系、

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办好教育

等民生实事，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奔小康。让贫困山区和西部地区的青年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

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力图通过培养人才实现扶贫开发的关键

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3 
 

（二）两个担当：高等教育托起美好生活与中国梦 

追求美好生活是新时代我国各族人民的向往，实现中国

梦正是对美好生活的具体期盼。新时代美好生活与中国梦成

为党中央、国务院努力给予中华民族的复兴大礼，也是赋予

当代青年、大学生矢志不渝和不懈奋斗的终身目标。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无疑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国梦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责任者”与“担当者”。习近平总书记

将中国复兴之梦和人民美好生活也寄托在高等教育身上。在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将

“更好的教育”摆在人民“十大期盼”的首位，并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突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怀，时刻体现着党以人为本、为民务实

的理念。 

高等教育另一职能是培养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各行各

业领导者和接班人。大学所培养的青年人才质量与价值是新

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事关引领新时代发展的成效。新时

代下国家将“责任担当”寄托于大学生，新时代的光辉也必

将属于未来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的愿景更加期

盼，对大学生青年的未来更加予以重托。他在给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时，充分肯定大学生立

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理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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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勉励当代青年珍

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

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  

（三）三个服务：高等教育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超越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充分”与“美好生活”

之间的矛盾亟需“高质量的发展”予以解决。高质量发展，

就是最大化、最充分化、最可持续的发展。而这种“最充分

化”的发展必须是转变过去的方式，转向新型的增长方式。

从过去以消耗资源、单一要素支撑、低端劳动力推动等的增

长方式，转型升级超越到以科技创新、全要素支撑、高端人

才驱动的高质量、充分化的发展方式。充分化增长与发展的

转型升级方式，其实就是必须依托高端人才、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全要素资源有效配置，而这些都是需要高等教育驱动

人才、科技创新、全要素资源有效支撑，归根结底就是高等

教育努力实现“三个服务”，即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创新创

业、服务人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精神和能力，在回信勉励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时说：“希望你

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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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

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可见，习总书记对青年大学生和高

等教育在服务创新创业、服务国家发展方面的寄托了期待。

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

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都需要人才、科技等支撑。

习总书记多个场合和会议都强调了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和驱

动创新是支撑国家战略发展，推动人才强调的重要因素。 

（四）四个自信：高等教育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等教育不仅具有育人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且也有文化

与价值观传承的功能。高等教育的授众群体是大学生，是一

个特殊且肩负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神圣使命的未来领导者和

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因此，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教

育、文化传承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等尤其重要，

是有效引导新时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举措。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等教育新内函更加体现在对

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培育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培养什么样

人才的论断上，特别强调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同时他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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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

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高校，即我们也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这“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重

点和方向，体现了新时代社会社义核心价值观的的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还引经典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

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习

近平强调要注重道德实践:“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

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

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

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