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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

陈　珏，郭纪青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0）

　　摘　要：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发的卓越品质，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表现为自觉遵循历史发

展规律、准确判断历史发展方位、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主动承载历史使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其具有独特的生成

逻辑，是结合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需要顺应而生的精神动力源泉。新时代，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深化了党对历史规

律的认识和把握，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

驰而不息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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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Generative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CHEN Jue，GUO Jiq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0, Anhui, China）

　　Abstract：The Great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represents an outstanding quality exemplifi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CPC), embodying rich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It manifests as an awareness of consciously adhering to the laws of his-
torical development, accurately determining the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progression, profoundly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ex-
periences, and actively shouldering historical missions. This spirit possesses a unique generative logic, emerging as a source of spir-
itual  dynamism that  responds to the triple  needs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e deepened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historical patterns by the Great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safeguar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pave the way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 ceaseless spiritual impetus that enables the CPC to continuously advance from
one victory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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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
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1] 新时代准确把
握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时代价
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踔

厉奋发形成的卓越品质，表现为对各个时期的历史状
况、社会风貌、国情和世情正确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自
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判断发展态势，充分发挥主
体能动性，积极担当时代重任的精神风貌。伟大历史
主动精神是党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 

（一）自觉遵循历史规律
只有遵循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发展才能蓬勃向上。党自成立伊始就深刻认识到，社
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是紧紧围绕着共产党执政规律而实
现的。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理论指导、
科学指南和实践要求，并坚持不懈地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进行解读和深化，不断强化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以自我
革命的强大魄力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力支撑。

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不是一套可以一劳永逸、并

完全套用在任何国家发展建设中的万能公式，它是一
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应在历史和实践中不断总结对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为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凝
聚内源动力。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要在
审视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历史条件状况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集聚起建设的磅礴力量。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历史性、长期性。
必须以主动的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内在机理，自觉自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 

（二）锚定历史发展方位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要求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来认识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就不能
搬用“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清醒地审视国情，
锚定历史发展方位，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
生机活力。“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 这是对
我国社会发展所做的最新、最准确的科学判断。我们
党在锚定历史发展方位中强化主体意识，坚持自觉自主，
坚持实事求是，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三）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总

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掌握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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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多用必修课、教

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等名词来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
意义，要求从历史中找寻动力，形成克敌制胜的法宝。

1945 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思想认识，使党更加团
结起来。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
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体现了鲜
明的未来导向。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特别
是着重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与前两个历史决议既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不
断总结历史经验是一项优秀传统，党始终坚持向历史
寻经验，向历史求规律。 

（四）主动承载历史使命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源自百年党史积淀，坚持理论

指导、根植现实国情。新时代，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给
予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新局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承载长
期性历史使命中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在总结历史经
验中砥砺奋发。

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必须有不畏艰
险、不避苦难、登高望远、变革创新的精神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主动承载历史使命，勇毅担
当时代重任。必须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发挥伟大历史
主动精神，以服务现实为基础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同步发展。主动承载历史使命更要求我们始终保
持创新精神，在把握历史规律中不断推进理论、制度、
文化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引领中华民族更好走向未来。 

（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是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核。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始终彰显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逻
辑起点。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
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
优势。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伟大历史主
动精神凝聚起进行强国建设、推进民族复兴的坚强意
志、磅礴伟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二、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三重逻辑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和对
历史使命的秉持承载。深入学习研究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的生成逻辑，需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大逻辑角度切入。 

（一）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
首先，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强调
运用唯物史观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表
现为在其对社会历史予以实践性考证的过程中，强调
对既往史实的正视，对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绵延不息实
践本质的探索，积聚对历史的自觉主动能力。

其次，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科学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实践中抽象出
客观规律，以国情为根基、以时代为坐标，对科学理论进

行创新创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推动着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成熟并进一步发展。

最后，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继承与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在精华。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彰显和复刻
了顺应自然的规律思想、自强不息的奋斗思想、天下
为公的大同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
民族善于把握规律、善于创新创造，伟大历史主动精
神在发展中有机融合其精华，在继承与弘扬中革故鼎
新，再创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景象。 

（二）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
建党百年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国

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与党和人民一起经历并见证着历
史变化。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敢于斗争、勇于创造的精
神，不断总结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发挥历史主动，为革
命贡献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生成的起源和根脉。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中华大地上进
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与参与度，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强
烈的历史使命感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艰巨任务，在新
的历史时期依靠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不畏万难的勇气对党
和国家事业作出整体性谋略、系统性规划和前瞻性思
考，迅速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登上时代的巨轮。这一历
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将敢想敢闯、开拓进取、
自主积极等精神特质融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之中。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站在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历史潮头，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
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伟大历史主
动精神发扬到底。 

（三）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逻辑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正确审
视国内国外形势，在与各国积极合作中谋求共赢，以中
国智慧与世界友好相处，以主动精神与各国共谋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不懈奋斗，取得了新
时代极不平凡的伟大成就。在对国内局势的深入了解
下，认清我国发展的状况，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正
确论断，顺应了中国发展的趋势，站稳了人民立场，以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三、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意蕴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蕴藏着清醒的历史自觉、坚定

的历史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和伟大的历史创造。这
一伟大精神内生逻辑，为我们把握历史规律，主动求变、
积极应变提供驰而不息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强劲活力。 

（一）深化了党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我们党认真总结规律经验，深刻把握历史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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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感染力。一是要注重情感教育，以真挚的情感打动
学生，通过讲述红色故事、分享自身感悟等方式，引起
学生的内在情感共鸣、实现情感认同。二是要采用互
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立足校内、校外文化活动，
创新实践载体，比如打造以红色遗址、红色历史人物
为载体的物化符号，以红色音乐、红色戏曲为载体的
听觉符号，以红色影像、红色话剧为载体的视觉符号，
以纪念仪式为载体的意象符号，形成生动多样的新时
代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话语。尤其注重以历史记忆和主
流价值为切入点优化纪念型仪式，例如组建师生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团、开展党史知识竞赛、组织大学生系
统地参观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深
切体会革命先辈的奋斗与牺牲。举办红色教育讲座或
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和革命先进交流分享，让学生从
第一手的资料和经历中获得启发，增强文化体验和感
知。三是要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以及富有情感的生
动表达，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学
生。文博场馆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故事”，纪念
馆要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受众群体编写讲解词，思政
教育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青年学子接受历史启迪。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争取在思想政治工
作和业务学习方面兼具“挑得起，挑得稳，挑得好”的

能力，积极主动参加培训交流和实践，强化对红色文化
教育的理论理解、提升教育话语传播水平，将“育人”

与“育己”有机统一，成为红色文化教育工作优秀的
引导者和实践者，有效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
温度与历史厚度。 

五、结语
总之，创新性地提升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话

语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不断创新赋能，将红色文化贯穿高校“大思政”格
局下的主课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浸润于高校社会实
践等现实路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效，让红色文
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真正在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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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8 页）向，保证党始终坚持性质和宗旨、坚
持创新创造、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对历史规律
的认识和把握。

不同阶段的思想理论是对历史规律把握的深刻反
映，正确的思想指引是民族走在时代前列的必要条件。
新时代，必须在学深悟透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中持续发
挥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夺取胜利的
行动指南，是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
唯有坚持，才能够在历史洪流中保证党始终坚持理想
信念，才能够在顺应历史大势中处于主动地位，创造一
个又一个伟大奇迹。

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
创造能力，这是党和国家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引擎。
在坚持创新创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

的革命勇气破除旧事物的禁锢，坚持以自我革命增强
直面时代浪潮的底气。 

（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促使党和人民在价值追求、利

益追求上达成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重要
表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立足国情，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加全面化；在着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之路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不动
摇，努力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在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最新决议中，更是把人民至上列为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 

（三）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蕴藏着深厚的探寻品质。中国

共产党人在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规律，尊重历史首创精神的同时，用不懈的奋
斗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党在科学明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目标，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后，
力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带领中国人民
找寻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
的问题答案，用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开拓了一条顺应历
史发展大势的现代化道路。 

四、结语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凝练

出的卓越品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
动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了一系列伟
大成就。在新时代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共产党继续
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一定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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