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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

神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彰显伟大时

代价值，“两弹一星”精神是航天强国的重要精神内核，是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手段，是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要加强精神文化宣传、提高思想建设，

要坚持政府主导、丰富平台建设，要坚持发展创新、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培养“两弹一星”精

神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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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老一辈科学家们奋战在科技进步和

国防建设的一线。国际上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

的包围封锁，国内则面对国家发展的艰难时局，科学家们在

逆境中奋勇拼搏，不仅克服了自然环境带给我们的困难，而

且在失去国外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了光辉

的成就。正是由于对国家热爱，对民族忠诚，广大科学家们

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结合时代的背景，最终形成了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一、“两弹一星”精神的文化渊源

（一）“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强大

的生命力和持续性，我们拥有独特的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和

精神追求，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发扬民族精神魅力，推动社会进步。王昌龄写到：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新中国成立后，老

一辈科学家门也在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上筑起了一到新的

防线，这种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千年，熠熠生辉。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舞着老一辈革

命家，面对恶劣环境依然能够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不论是大禹治水，还是愚公移山都也充分体现出团结合

作，解决困难的精神。由此可见，“两弹一星”精神是科学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8

家奋斗的产物，也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

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2]。”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鼓励新一代

青年要继承传统，也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学习前辈艰

苦奋斗的精神。

（二）“两弹一星”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

神的延续

一个国家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和兴盛。近代

的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与折磨，尽管如此，英勇的

中国人民未曾放弃梦想，在黑暗中继续摸索。李大钊用《庶

民的胜利》的唤醒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中国，

个人生死不足为惜。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两弹一

星”精神中得到深刻彰显。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积

极推进文化教育，团结苏区人民改变极端落后的现状，还是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带领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人民群

众的爱国情怀空前高涨。“两弹一星”精神继续继承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为祖国的科学研究无私奉献。后来《毛泽东选

集》的出版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并且积极弘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中国越是在革命、民族危亡的时期，民族精神

就越发的彰显，“两弹一星”精神也是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

延续，成为中国史上不朽的丰碑。

（三）“两弹一星”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新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化方面毛泽东同志提

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也提到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科学家们用实践形

成的“两弹一星”精神赋予了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党的

十六大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

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

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高度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3]。”“两弹一星”精神不断适应新的时代潮

流，丰富自身内涵，为新时期的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有力依据。

二、“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两弹一星”精神是航天强国的强大精神内核

邓小平曾经提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

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4]。”可见，原子弹、氢弹研制成

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对于中国的影响巨大，中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两弹一星”

精神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

防建设者和航天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5]。”

新时代，航天工作者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不断实现航空航天事业的新的突破。不仅实现了载人航天，

而且建立了中国空间站，使得中国在太空也有研究领域，不

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用新一代的航天精神鼓舞和

激励着人们。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增强文化自信，深刻理

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有助于坚持对“两弹一星”精神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是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手

段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但它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靠拼命就能

研制成功的，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要面对的国家发展的艰

难境地，资源的稀缺、资金不足、环境恶劣等等难以想象的

问题，尽管如此，都没有难倒老一辈科学家们。所以“两弹

一星”精神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时代在发

展，文化也在交流，人们习惯拿本土产品与外来产品相比较，

尤其是美国的“薯片”“芯片”“影片”更是影响着国人的

价值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

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

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

种世界的文学[6]。”“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使平等、公

正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是建设和谐新世界的保证。坚持“两

弹一星”精神，走文化强国的道路，有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对明确了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也明确了未

来五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

时期的主要目标，可见目标清晰，安排有序。但是，我们也

必须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伟大而艰巨的

事业，任重道远。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坚持继承和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用自强不息的底气、艰苦奋斗的决心、

勇攀高峰的信心解决强国道路上的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

来要不来的，尖端国防技术更是讨要不来的，只有靠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两

弹一星”精神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这种精神作为动力，鼓舞着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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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精神文化宣传，提高思想建设

精神的形成来源于人们的实际行动，同时精神也架起文

化和科学技术之间的桥梁，“两弹一星”的科研工作者们，

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并且以文化的方式展现出

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加大精神文化宣传，不仅能够

提升人民对于科学家们的尊重，更加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爱

国热情，从思想上提高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首先，从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上加大投入力度。绵阳的“两弹城”，青海

的“原子城”不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我们缅怀先

烈的地方，继续优化教育基地设施建设，加强各地宣传。其

次，用影视剧作品加强“两弹一星”精神宣传，从故事角度

或者从人物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拍摄方式，加大宣传。最

后，学校教育依然是精神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老师的讲解

对学生起到更加具体深刻的影响。

（二）坚持政府主导，丰富平台建设

2011年习近平在看望孙家栋院士时提到：“‘两弹一星’

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7]。”

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必须发挥好政府在文化建设过

程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逐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保障精神文明建

设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序进行。第二，开发现代传媒体系，运

用网络媒体，加大“两弹一星”精神宣传，同时要注意在进

行网路宣传时，要加强网络监督力度，优化网络环境，确保

精神文明建设在网络中的积极正向传播。第三，统筹城乡发

展，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将城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

馆向农村流动，提升民众整体素质，凝聚向心力。

（三）坚持发展创新，培养专业人才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创新相统一，

在继承的过程中发展，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两弹一星”

工程是在无图纸、无资料、无设备、无专门人才等“四无[8]”

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它的成功研制也表现了科学家们的创新

能力。首先，推动科技创新，要继续增强民族创新力度，要

培养新型科技人才，打造自主创新的策源地和主战场，推动

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强国的目

标逐步实现。第二，推动文化创新，要培养新时代宣传人才。

用精神鼓励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

践行“两弹一星”精神的具体实践。我们对民族精神进行深

入学习，需要提取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的内涵，通过创新赋

予其时代意义，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强人民认同感和归属感，

树立起文化自信心，坚定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第三，要

创新教育发展，关注学生群体，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创新教育教学，提高

学生对文化的认同、对精神的认可尤为重要。

四、结语

“两弹一星”伟大工程凝聚起了“两弹一星”精神，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精神内核，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

容。这一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和航天工作者为

祖国的航天事业奋斗终身。其中“载人航天精神”更是对“两

弹一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时至今日，“两弹一星”精神

依然发挥着灿烂夺目的光芒，不仅激励着国民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更是以强有力的史实鼓舞着国民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新时代的中国人民也是用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克

服了无数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今天，我们

继续研究“两弹一星”精神不仅是对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怀念

与尊重，更是要在全社会更进一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激励和鼓舞更多的人，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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