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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第十八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 冲刺要点归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文

化的最基本、最直接的价值取向是崇尚和追求先进性。要实

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

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

方针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根本

方向。第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理论热

点面对面之十一）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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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

魂；树立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掌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

大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

本质规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它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

精神动力、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有利于提

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四、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思修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解决

的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的问题。它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条件。 （一）爱国主义 1、爱国

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

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

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

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

神的核心。 2、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是：（1）爱祖国的大好

河山。（2）爱自己的骨肉同胞。（3）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4）爱自己的国家。 3、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1）热爱祖国，矢志不渝。（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4）同仇敌忾，抗御外侮。 4、爱

国主义的时代价值 （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

神支柱。（2）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3）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4）爱国



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5、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有国界（结合钱学森的事迹理解） 科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理应为全人类服务。科学无

国界，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家的命运都与自己的祖国有

着密切的关系；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知识的运用却不可

能离开具体的国家。 （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1.爱国主义与

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 （1）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

一致性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在当代中

国，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热爱上，这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必须坚持的立场和态度。爱国主义

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为祖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中国的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并躬

身实践的光辉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流血

牺牲，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因此，爱国主义与爱社会

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爱人民政府，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 (2)爱国主义与拥护祖国统一的一致性 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

义的一致性，主要是对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基本要求，而爱国主义与拥护祖国统一的一致性，不仅

是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的要求，而且是对全体中华

儿女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基本要求。在这个问题

上，爱国与否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作为港澳、台湾、海外

的中华儿女，只要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能够求维护祖国统一之同，



存意识形态之异。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发展史上，维护祖

国统一、反对祖国分裂是中华儿女爱国情怀的重要体现，也

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族感情的认同。任何旨在制造

国家分裂、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都会遭到具有

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2．爱国主

义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它

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影响到世

界各国的政治和文化，对爱国主义也提出了挑战。正确认识

当今时代的爱国主义，必须联系并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

势及其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仍然是民族存在的

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际社会活动中的独立主体。只要国家继

续存在，爱国主义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当代大

学生在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爱国主义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

，需要着重树立以下观念：第一，人有地域和信仰的不同，

但报效祖国之心不应有差别。第二，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

家有祖国。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始终维护国家的主权

和尊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科

技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竭力输出它们的政治观、价值观、

文化观和生活方式，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把发展中国

家纳入西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

保持清醒的认识，既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发展

自己，又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按照本国国情发展自

己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 （三）爱国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 （1）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第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第二，团结统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的

主体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有分合离乱，但统一

的时期远远多于分裂的时期，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

具有高度一致的整体感、责任感和忠实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

的价值取向，以及各个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赴

国难、共渡难关的优良传统。第三，爱好和平。第四，勤劳

勇敢。 （2）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精神

的三个表现） 进入新时期，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培育、积累和

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

、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精神表现为一种突破陈规

、大胆探索、勇于创造的思想观念，表现为一种不甘落后、

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一种坚忍不

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

会创造活力的强大力量。 （3）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

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

，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时代精神与民族

精神紧密相连，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民族精

神是时代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和依托，两者的有机统一，构

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就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包

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优良传统；包括

了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优良传统；包括了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优

良传统；包括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创业精神、抗洪精

神、抗击”非典”精、青藏铁路精神、航天精神和抗震救灾

精神等优良传统。 （四）做忠诚的爱国者 1.自觉维护国家利

益。 (1)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就要承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2）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就要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3）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就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2.

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3.增强国防观念。 （1）增强国防观

念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国防观念鲜明地

反映了全国人民对防御外来侵略、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

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自觉关注。增强国防观念，不仅是保障国

防安全的需要，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黏合剂”

。 (2)增强国防观念的重要意义。第一，增强国防观念，是大

学生报效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第二，增强

国防观念，是大学生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必然要求。第三，增强国防观念，是大学生提高综合素

质、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 4．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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