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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育人的内涵与实践进路

路成浩,杨小青1

(广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

[摘　 要] 　 在“两个大局”历史交汇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创造了胸怀大局、
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 文章分析北京冬奥精神的基本内涵,挖掘北京冬奥精神对深化高

校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大学生奋斗精神和攻坚克难意识的教育、深化大学生精益求精

的实践品质教育的价值,从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人才培育理念、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融入高校文化建设与培育、融入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四个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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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两个大局”交汇期

和新冠疫情考验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

办,精彩呈现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奥运盛会,充分展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事业孕育伟

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 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广大参与者珍惜伟大时代赋予的机遇,
在冬奥申办、筹办、举办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胸怀

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

京冬奥精神。” “我们要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

好、运用好北京冬奥遗产。”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2]

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延续,以北

京冬奥遗产服务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领青年

大学生全面发展,能够助力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　 北京冬奥精神的基本内涵

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在北京冬奥会申办、筹

办、举办的实践过程中,在冬奥会建设者、工作者、志
愿者、运动员等广泛参与下,北京冬奥精神逐渐形

成。 北京冬奥精神是推动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

办的精神动力,其生成背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

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北京冬奥会筹办、
举办历经 7 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虽
然面临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严峻形势,但全国上下

集中力量办大事,北京冬奥会各行各业参与者坚持

“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

原则,最终打造了世界一流的场馆设施,创造了良好

的比赛条件,提供了热情周到的大赛服务,用最高标

准保障了冬奥会的顺畅运行。 其次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

期间,人们坚持大局意识,推动大会有序进行,用行

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奥运盛

会积极传递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东方文明促

进了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再者是中国体育

事业的历史发展。 北京是全球首个“双奥之城”,经
历了 14 年的跨越守望,有着 100 年的奥运历史回

响。 “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了

1932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于 1984 年在洛杉

矶奥运会上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开启对体育事业的百年探索,不放弃、不服输、不断

突破的奥运追梦历史为北京冬奥会的诞生奠定了基

础。 最后是冬奥会申办、筹办、举办的实践基础。 北

京冬奥会成功申办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国力

的认可,历经 7 年艰苦奋斗,在新冠疫情防控巨大压

力下,北京冬奥会、残奥会如期隆重举办且顺利闭

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充分彰

显了我国国力强大和制度的优越性。
“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

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内涵丰富,这些精神各具

特点又相互支撑,形成有机整体。 胸怀大局的使命

情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全局下,为了办好这场奥运盛会,为了国家的

荣誉、祖国的昌盛,党和国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奋力拼搏。 自信开放的积极姿态,展现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例如,在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各场馆的建筑

装修设计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工作者和志愿

者为各国的奥运代表团提供了安全、热情、周到的服

务,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岗、诚信、友善的优良道德品

质。 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场
馆的建设涉及很多核心技术被封锁的困境,为了制

造成熟、稳定的冰雪环境,科研团队不断攻克技术难

题;面临疫情防控的重大考验,研究出既封闭又精准

的管理措施,确保了赛事安全有序如期进行。 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场馆的建设上精益求精,吉
祥物的绘制确定殚精竭虑,而“冰墩墩”“雪容融”也
异常火爆地受欢迎。 共创未来的热情呼唤,从“同
一个世界,同一个未来”到“一起向未来”,体现了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建设更加和平

美好世界的愿望。 北京冬奥精神涵盖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

际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
国际奥委会将奥运遗产分为运动遗产、社会遗

产、环境遗产、城市发展遗产和经济遗产等五类,同
时也可将其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两大类。
“有形遗产”包括新建体育场馆、交通基础设施、城
市再生和美化等,能够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当地居民

生活水平。 “无形遗产”则包括增强国家凝聚力和

民族自豪感、丰富劳动力技能、提升环保意识、推动

民族文化和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等精神[3]。 而第 24
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其中包括场馆设施等物质遗产、文化和人

才遗产,都是宝贵的奥运遗产和财富。 同时,奥林匹

克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精神,在新冠疫情冲击

的背景下,能够激发世界各国更团结的精神状态,指
引人类走出困境。 从“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

致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到 2021 年东京奥

运会诞生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

格言,再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一起向未来”的

主题口号,这些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精神、中国梦、
奥运梦、世界梦交相呼应,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中国体现了国际担当,北京奥运精神的传播也

将促进奥林匹克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

发展。

二　 北京冬奥精神在高校中的育人价值

“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
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是北京冬奥会的文化遗

产,也是中国的一面精神旗帜。 其中蕴含的育人价

值有利于加深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深化奋斗精神和攻坚克难意识,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的实践品质。 高校作为培养青年大学生

的重要平台和场域,应当充分发挥北京冬奥精神对

青年大学生的育人价值,实现冬奥遗产育人效益最

大化,让其成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

新动能。
(一)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深化青年大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

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

释,也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

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胸怀大局,就是

心系祖国、志存高远,把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作为‘国之大者’,以为国争光为己任,以为国

建功为光荣,勇于承担使命责任,为了祖国和人民团

结一心、奋力拼搏。” [1]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参与

者怀揣为国争光、为国建功的大局意识,坚定马克思

主义理论指导,以极强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冬奥

会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者们铆足干劲,只争朝

夕;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教练员们刻苦训练,
奋勇拼搏;大赛工作人员、志愿者们兢兢业业,甘于

奉献,为世界人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无与伦比的

冬奥会,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将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之中,
充分汲取北京奥运精神的无穷力量,能够坚定高校

大学生共产主义信仰,勉励广大青年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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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 胸怀大局是

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高校

应充分吸纳北京冬奥会中展现出的浓厚家国情怀,
激励当代大学生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志存高远,努力奋斗,担
当作为,树立崇高理想,练就过硬本领,尤其要在我

国面临被卡脖子的核心科学技术问题上攻坚克难,
坚定不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争做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开放,就是雍容大

度、开放包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传递深厚文化底蕴,以大道至简彰显悠久文明

理念,以热情好客展现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善,以文明

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 [1] 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下,能按

标准、按期举办,让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变成了现

实,充分展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
也铸就了伟大精神。 同时,北京冬奥精神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基

因和核心要素,例如冬奥会徽“冬梦”、冬奥奖牌“同
心”、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吉祥物“雪容

融”,开幕式上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的倒计时,闭幕

式上中国传统剪纸和折柳送别的场景,滑雪大跳台

“雪飞天”融入敦煌壁画飞天元素,还有“雪如意”
“雪游龙”“雪飞燕”“雪长城”“冰丝带”等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 奥运遗产为高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

了鲜活素材,弘扬北京奥运精神,应当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筑牢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坚定大学生

的理想信念,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定不移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
(三)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深化大学生奋斗精神

和攻坚克难意识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迎难而上,就是苦干实

干、坚韧不拔,保持知重负重、直面挑战的昂扬斗志,
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为了胜利勇往直

前。” [1]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举办恰遇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这给筹办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庄严承

诺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确保北京冬奥会、冬
残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我国冬奥会各条战线的人

们不畏艰难,辛勤付出,场馆、冰雪制造等一个个技

术难关被攻克,闭环又精准的防疫措施控制了疫情

传播,奥运健儿们也纷纷成功挑战了高难度动作。
凭借着迎难而上的顽强斗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了一种中国精神。 北京冬奥精神

中蕴含着宝贵的奋斗精神和攻坚克难意识,是青年

学生面对挫折、困难、挑战时需要具备的。 弘扬北京

冬奥精神,意味着新时代大学生应该传承北京冬奥

精神,勤奋学习、努力奋斗、实学实干,练就过硬本

领,尤其要在我国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迎难而

上,披荆斩棘,勇攀科学高峰,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不负韶华,不
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

(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深化大学生精益求精

的实践品质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卓越,就是执着专

注、一丝不苟,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精心规划设

计,精心雕琢打磨,精心磨合演练,不断突破和创造

奇迹。” [1]在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的两千多个日

夜,每个环节、每个领域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精益

求精的实践品质,在突发危机挑战面前,我们还敢于

庄重承诺,是因为我们信赖奥运建设者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信赖赛事组织者反复磨合演练的严谨精

神,信赖服务保障人员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我们

坚持按照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毫不松懈全力以赴,
赛事场馆和基本设施在冬奥会前一年完成建设,成
为各国人民叹为观止的一流场馆,北京冬奥会成为

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严谨的思维方式和

精益求精的品质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方面,
高校应当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学生的实践品质和实

践活动教育之中,丰富实践教育内容,注重实践品质

的培育,引导青年学生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践行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引领青

年学生崇仰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在求学

实践路上践行学得更深一点、更细一点、更透一点,
以勤奋学习长知识,以刻苦训练精技术,立志成为党

和国家信得过、靠得住的青年人才。

三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既是展现新时代国家

形象、国家实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契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利
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

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公祭仪式等组织开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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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中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此,应当将北京冬奥

精神融入高校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之中,
围绕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挖掘冬奥精神中宝

贵的育人价值,为高校回答“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提供实践路径。
(一)融入高校人才培育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4] 当代青年大学生具有价值观不

稳定、信息获取能力强、表达观点渠道广等特点,同
时青年大学生也是北京冬奥会参与度、关注度最高

的群体。 要充分发挥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的精神

财富和弥足珍贵的经验,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

人才培育理念之中,促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其一,将北京冬奥精神

融入高校人才培育的使命之中,回答“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也彰显了青少年人才的

特征。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人培育中,能使高

校更清晰、更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应为人民服务培养

人,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培养人,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 其二,将北京冬奥精神融

入高校人才培育的任务之中,回答“培养什么人”的
问题。 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在技术封锁、疫情大流

行的复杂背景下成功举办并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

绩,高校应该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培养理想信念坚

定的人,培养家国情怀深厚的人,培养努力奋斗拼搏

的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其三,将北京

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人才培育的路径之中,回答“怎
么培养人”的问题。 北京冬奥精神的形成来源于冬

奥会的申办、筹办、举办全过程;场馆建设者、赛事组

织者、志愿服务者、赛事参与者等全员参与;从组织、
管理、服务、文化等多方位助力。

(二)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

要挖掘北京冬奥会的教育元素,将其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育教学,从而加强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
新时代的高校“大思政课”既要善于读懂历史又要

善于走进现实,既要善于学懂理论又要善于融入实

践,就要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

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用其引导高校大学生弘扬中

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激发担当精神,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与中国精神融入高校育人实践之中。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

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

好不好。” [5] 首先,要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师队伍建设之中。 引导高校教师开展北京冬奥

精神融入教育教学的创新研究,将相关成果纳入思

政课教师晋升和考核的指标体系,发挥教师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组织动员北京冬奥会优秀运动

员、志愿者、建设者参与思政课教育,发挥榜样力量,
加强思政课的信服力、感召力。 其次,将北京冬奥会

涌现的先进集体案例、个人励志事迹融入思政课教

育教学内容之中,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 同时要充分挖掘冬奥会的教育

元素融合到专业教育和心理健康、创新创业、生涯规

划等专项教育中,提升课程教育的时效性和使命感。
再者,创新高校思政课教育模式。 发挥冬奥会运动

场馆、运动项目的育人效能,采用体验式教学、互动

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方式,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等手段建设思政教育智慧课堂。 在时间维

度上,北京冬奥精神教育应全程贯穿大学生各个年

级段,从团员入党启蒙、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发展对

象教育、预备党员教育、正式党员教育形成系统教

育;在空间维度上,形成校、院、班三级联动教育模

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边界教育模式。
(三)融入高校文化建设与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6] 高校

承载着文化继承、传播、创造的使命,做好高校文化

培育工作能够实现以文化育人、引领社会文化、展示

国家形象等作用,因此,大力培育高校文化,推动高

校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北

京冬奥精神的生成提供了文化基因,北京冬奥精神

正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 在异常复杂的形势

下,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精彩举办,值得我们每一位

中国人自豪,北京冬奥会的传播广度和深度是前所

未有的,而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文化培育工作

中更是在发挥高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 一方

面,要融入高校物质文化载体,挑选北京冬奥会中的

重大成绩、人物典范、感人故事等文化元素开展校园

文化建设活动,使校园文化活动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更能吸引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 另一方面,要
融入高校精神文化载体,提高北京冬奥精神的向心

力。 促进“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追求卓越、迎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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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校训、校
风、教风、学风建设。

(四)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高校

师生学习生活的“第一环境”,也是思想政治工作面

临的“最大变量” [7]。 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阵

地,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对高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至关重要。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吸引了全球数十亿观众,是至今为止收视率最高

的一届冬奥会,可以利用冬奥会的群众和社会基础,
运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媒体渠道,在高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北京冬奥会的教育元素,使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更有亲和力、号召力。 首先要借助权

威性国家级平台,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抢占信息

传播上游为策略,提升网络育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例如教育部“三微一端一网”新媒体平台、“中国大

学生在线”、“易班”平台等。 其次是积极主动开展

网络主题教育,选取北京冬奥会典型的人物、事件、
素材开展宣讲视频制作大赛、主题讲座、学术论坛等

专题活动,引领大学生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 再次

是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做好网络舆情的识别、应对和

引领工作,利用各大平台官方信息占领网络舆论引

导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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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Beijing Winter Olympic Spirit
into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U Chenghao, YANG Xiaoqi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period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pan-
demic of COVID-19,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has created the spiri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with the overall picture in mind, confidence and openness, tackling difficulties head-on,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creating a better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explores the
value of the spiri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deepening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deepening the education of their struggle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deepening the practical quality education of their excell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practical paths from four aspects: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to the concep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i-
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to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pirit;　 education value;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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