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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72 理论还能打动青年吗（@浙江宣传 2024.10.29）

热点背景
前不久，“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在杭州举办，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宣讲“名嘴”围绕“理
论如何圈粉青年”这个话题作了调研、探讨。

出题方向 理论还能打动青年吗？

应用领域 理论、青年

问题/表现

有宣讲员谈到，年轻人是爱学理论的，比如在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的图书借阅中；还有在 B 站上很
多年轻人愿意付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课程。然而，也有宣讲员谈到青年学习理论存在另一
面：一些大学生不买思政课的账，尽管高校思政课已经作了很多改革创新，但还有一部分思政课“枯
燥乏味、死记硬背”，让学生觉得理论“高高在上、离我太远”，甚至是“空对空”的说教。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争取年轻人、赢得年轻人，这也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把
青年组织起来，在青年中传播理论，让青年讲给青年、青年影响青年，本身就是我们党的优势和传
统所在。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不管时代怎么变迁，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也必然是学习和传播理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当下有的时候理论和青年之间确实还存在传播屏障。
——①比如，有的用文件化的语言来讲道理、用空洞的口号来讲价值观，“不说人话”，特别是不说
年轻人的话，导致理论难以触达年轻人的“圈层”。
——②比如，有的不问年轻人“要什么”，只顾着一味的“单向灌输”，“饵料”虽多但营养不多，让理论
传播成为了坐而论道的“爹味说教”。
——③再如，有的理论传播没有贴着社会现实，对“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难以作出有效回应，加之
一些社会热点引发了舆论的撕裂，进一步拉开了年轻人与理论的距离。

对策分析 1
★★★★★

——①比如用好“社群效应”。“社群化”“圈层化”已经成为当下青年群体的一大特点，大家依赖于社群
来获取信息、交流情感。比如，去年以来，“浙江宣传”作为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走进高校，主创
团队与年轻学子面对面交流，推动理论更好地精准传播。
——②比如回归“社会场景”。有的年轻人觉得理论距离自己太遥远了，恰恰是因为没能躬身实践去
感受“理论从哪里来”。浙江不少地方每逢周末组织的“蹲点式宣讲”就颇受年轻人欢迎。青年宣讲员们
围绕热点话题，白天沉到乡村、企业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晚上讨论创作宣讲稿。因为直面问题、
不搞形式、场景真实，参与的年轻人对这种“特种兵式宣讲”乐此不疲。
——③比如融入“生活日常”。让年轻人愿意学习理论，关键要让他们感受到理论的可亲可近，就在“我”
的身边。今年，浙江创新推出“开放麦”宣讲模式，探索把年轻人追捧的脱口秀形式与理论宣讲结合
起来，用“小故事”说“大道理”，以“小幽默”讲“大主题”。

对策分析 2
★★★★★

通理论和青年之间的传播通道，需做好以下三件事：
——①既要让学校和思政教师发挥作用，也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大思政课”应该是一堂全社会参
与的大课，党委政府、社会群团、企事业主体都可以参与进来，教材不局限于书本，课堂也不局限
于校园，时代发展、社会万象都应该成为思政课最鲜活的素材。
——②既要让思想引领青年，也要让青年赋予理论更强的活力、更新的生命力。“青年讲给青年”“青
年带动青年”就可以是理论传播的一个“良方”，像“开放麦”“快闪”等“潮”的方式都可以用来开展理论传
播工作。不妨破除“年轻人讲错了怎么办、讲不好怎么办”的思想顾虑，给予他们更大的容错空间。
——③既要让青年学习理论，也要让青年更多地触摸中国发展的鲜活细节。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走
进基层、走进群众的生产生活，也是年轻人亲近理论的一种方式。熟知未必真知、真知需要实践，
沉到真实的乡土中国之中，跟着群众学讲话、学方法，才会对理论有发自内心的理解和认同，领会
到理论的独特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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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集锦

◎少一些“被代表”，多一些“自言说”，少一些说教命令，多一些共情共鸣，只有敢于欣赏年轻人
的选择偏好，善于捕捉年轻人的舆论关切，理论才有可能在年轻人中扩圈、破圈。

◎贴着年轻人的兴趣去表达、去阐释，抓住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解答他们内心的困惑，当年轻
人发觉学理论有乐趣、有收获时，他们便会自发地“一键三连、无限催更”。

◎正如有学者评价：“青年们俯下身去，看见了理论和自己。”
◎理论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传播理论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理论要走到年轻人的心中，需要

让“解构”的方式更具青春味、时代味。
◎理论的“崇高”之处，正是在于它能够“沉下去”，“沉”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每一个社会场景之中，

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理论传播的主体和受众。
◎当代中国的实践是生动的、立体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都能在其中

找到答案。
◎理论和青年就是硬币的两个面，当理论真正抓住了青年，奔涌的“后浪”会成长为社会向前发

展的“热浪”。

案例积累

△1920 年底，年仅 20 多岁的邓中夏、张太雷就在北京长辛店组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学校创
立后，便运用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的片段——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礼堂慷慨陈词，呼吁要找
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中国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演讲主
要内容后来修改成为《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词《敬告青年》，许多进步青年学生从
《敬告青年》中受到了鼓舞。

△1929 年的古田会议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谈到：“党
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
要。”所以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会议，把青年单独拉起来进行思想教育。

△浙江不少地方每逢周末组织的“蹲点式宣讲”就颇受年轻人欢迎。青年宣讲员们围绕“基层党组
织薄弱村如何靠党建引领化解矛盾纠纷”“新发展格局下乡镇‘小巨人’如何续写莫名其妙、无中生有、
点石成金的传奇”“如何以改革发展的确定性应对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等话题，白天沉到乡村、企业
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晚上讨论创作宣讲稿。

△今年，浙江创新推出“开放麦”宣讲模式，探索把年轻人追捧的脱口秀形式与理论宣讲结合起
来，用“小故事”说“大道理”，以“小幽默”讲“大主题”。比如社区民警讲平安建设，“创二代”讲营商环
境，基层干部讲为民办实事，“松弛感”的表达、“烟火气”的内容把年轻人牢牢吸引过来，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

小试牛

△今年 7 月，清华大学的“思政实践”支队就与浙江的社科学者、青年宣讲员等混编成组，下沉
到嘉兴南湖的企业调研“新质生产力何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年轻人对“绿色生产力”“有为政府”“数
字经济”等时政话题又有了更具象的理解。

刀
☆目前，青年学习理论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大学生不买思政课的账，尽管高校思政课已经作了很多
改革创新，但还有一部分思政课“枯燥乏味、死记硬背”，让学生觉得理论“高高在上、离我太远”，
甚至是“空对空”的说教。那么，理论到底能不能吸引青年、打动青年呢？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