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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民族精神是历史的积累和沉淀

,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
,

科技的不断的创新
,

这新都是我国富强的积累过程
。

一个国家

的强大来与人民的力量和创新
,

而 国家的精神支柱来 自于民族的

团结统一 的伟大民族精神
,

民族精神是在共同深灰生存及 实践中

形成的
,

它象征着全国人民共同生存的精神期盼
。

具有对省会稳

定
,

国家光荣感的广泛影响
,

并起到对国家人们激励的前进
,

促进

社会发展推动的作用
。

因此在当下新时期的发展中不仅要加强 国

家的发展
,

也要重视人们素质的提高及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的培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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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

是我国领导人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

为贯彻落实我国的民族富兴又有重大意义
。

当新世纪阶段
,

必须

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
、

可持续发展
,

为

中国的伟大开拓更宽广长远的道路
,

更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

培育

民族精神
,

团结群众
,

统一全民进步思想
,

凝聚人民力量
,

共同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

它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
、

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
“

国魂
” 、 “

民族魄
”

的称号
,

更是

我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思想精神提升的精华
。

民族精神对一个

国家的工有稳定及精神品质是一个特别的精神面貌
。

在十六大报

告中江泽 民指出
: “

民族精神
”

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

撑
。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精神
,

可以形成共识
,

认同和整合各成员的利益
,

促进国家和国家的发展
。

中华民族在

近代 的苦难与站在世界的东方
,

是 因为中华 民族强大的精神支

撑
。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今天
,

民族精神仍然是人们一起工作
,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精神的繁荣的共同努力铸造中国梦的

基础
。

二
、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

(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推动力是弘扬民族精神

在之前我 国召开的十六大三中全会报告明确中指出 精神 民

族精神的发展必要根据物质文明
、

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的新方

向
。

指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
。

民族精

神是我国精神文明的象征
,

为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政治环境
,

民族

团结以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社会变革
,

以反映社会发展的

深层次的利益帮助
。

更利于
,

社会成员的生活趋势的必要性
,

因

此
,

只有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

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的高度

精神
。

在国家精神的引导下
,

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保障人

民的集体利益
,

从而保证社会制度的稳定有序发展
。

(二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协调群体的感召作用

中华民族的伟大富兴是中华人民共同梦想
,

更是国家发展的

指南
,

而民族净胜的弘扬和培育是基本的道德规范
,

民族精神可以

协调各方之间的关系
,

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
。

中华民族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其内部协调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各种

法律
,

但道德规范和思想的作用不可低估
。

事实上
,

在任何一个国

家
,

法律和法治都不能离开民族精神和传统伦理作为基础
。

当人

们遇到困难时
,

就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优秀
,

可以协调一致的力量
,

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
,

共同克服各种困难
,

共筑伟大的国家发展
。

(三 )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
,

是爱国精神的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反映
。

它是民族

文化的深层内涵
。

从侧面说
,

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
,

才能象征国家

的团结和进步
,

民族精神是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其成员的身

份
、

思维方式和行为
,

以及心理素质
、

理想和人格的总和
。

民族精

神与其他民族相比
,

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
。

它是一

个民族的集体性
,

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人的精神本质
。

三
、

新时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途径

(一 )重视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对民族精神的研究

在新时期
,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

索过程
。 ,

在培养和宣传弘扬的过程中坚持以培养民族精神是民族

精神的重要载体的方针
。

在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
,

还要将中

国传统文化推向一个弘扬和学习的高点
,

强调弘扬
“

民族精神
”

要

与看待当下学习知识一样的重要
,

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
,

可以将民

族精神的弘扬再通过多种宣传方式进行
,

例如在小学的宣传可以

根据教材中的编制内容
,

以一种团结
、

和平
、

爱国的信念作为宣传 ;

在大学生中的
“

民族精神
”

的培养可以适当加强政治教育
。

如果能

将秉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的提高
,

重言式
,

与传统的一致

性
。

加强宣传教育
,

通过企业和社会文化宣传
,

让每个公 民都自

觉
:
民族精神的力量

。

因此
,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发展和促进人

文社会科学的一中方式
。

(二 )通过校园文化对我国新一代人才进行强化民族精神

校园是培养我国新一代栋梁的教育基地
,

是学生们学习 的重

要场所
。

校园文化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通过校园文化的培养
,

可以更好的将民族精神影响到学生的

心目中
,

更促进新生的健康成长
,

丰富学生的文化精神
,

对培养学

生的高尚人格的教育
。

同时
,

注重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宣传

与培养是发展下一代的重要思想道德教育基础
。

加强政治思想道

德教育是弘扬精神精神
,

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本

质和方向上弘扬
,

不要讲思想道德建设内容丰富与实际政治课程

相结合
,

体现了我国的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的一种

传承的发扬
。

(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全人类文

化遗产

要弘扬和培育新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

首先要将我国历史悠

久的文化及革命的战绩进行宣传弘扬
,

这样有利于心意到人民对

文化的认识和 自豪感的激励
。

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同时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
,

实现创新的形式和内容相

联系
。

使得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得到广大发扬
。

因

此
,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就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

中华民族有

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

它是民族精神的新时代文化传承的重

点
,

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样重要
。

所以
,

弘扬和培育

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

总结

民族精神的价值在于它能与时俱进
,

随着国家实践的发展
,

始

终能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
、

促进民族进步的作用
。

民族精神是在

传统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的品质
,

因此
,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
,

只有发扬 民族精神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
,

以维护人们的身

份
,

以国家认同
,

一个国家可能有一个向心力和凝聚力
,

我们国家

将更加强大
,

让人更加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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