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

重视和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历史性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征程中，提倡学习、懂得学习、乐于学习将是党在新

的历史时期提升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习近平同志在继承的基础上，不仅重视学习的实践性和系统性，

而且将学习同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树立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在学习意义上，强调学习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振

兴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在把握和理解学习时，总是将其放在现实个体

全面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辩证关系中进行历史性考察。

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而且“每个人的

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习近平同志一

方面从增强个体本领的语境中来理解学习的意义及其必要性，

强调“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以及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克服

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从社会

发展、民族振兴所引发的忧患意识和“赶考”意识的角度来把

握学习的紧迫性与现实性。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提升自己的

本领和素质，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战胜困难。而在民族振兴

意识推动下的学习，又有助于现实个体本领结构的完善优化和



素质能力的全面发展。并且，特定的现实的个体又是特定民族、

特定社会、特定关系中的个体，所以个体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以及个体本领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言至关重要。

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学习是一种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习近平同志不仅从兴趣与需要的角度来探究个体学习驱动

的机制和学习结构的完善，而且强调“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

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同志强调：“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兴趣产

生于需要，需要是促使个人进行学习的内在动力。他认为：“你

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

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这里所说的“自觉去学习”，即是

以问题为导向、以兴趣为驱动的学习过程。

同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学习应当成为“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的语境来理解和把握学习存在的意义，

是其学习观的一大特色。个人生活的过程同社会生产的过程是

直接相关的。将学习看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待学

习的一种态度，也使得学习与社会生产生活过程在同构基础上

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性的张力与平衡。

在学习对象上，强调学习要注重文化自觉，更要注重实践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

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习近平同



志在学习对象问题上，主要围绕两个向度进行理解与阐述，即

学习的文化自觉向度与实践创新向度。

一方面，不论是向书本学习、向理论学习、向专家学者学

习，还是向群众学习、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学习，就其实质而言，均是向在场的历史文化学习。众所

周知，人是特定社会历史过程及其文化传承中的存在，人的生

产生活过程也是物化和精神的历史文化形态不断形成、更新乃

至当代化的过程。而要推进个体学习和社会发展，就必须面向

历史文化的各种承载载体，不断实现知识的更新以及文化的传

承乃至自觉。另一方面，当今时代，社会实践发生着极大的变

化。“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

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

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因

而，我们在明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同时，也应当面向

实践，看到不断向实践创新成果学习的重要性。

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学习要“高势位”，更要“接地气”

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学习的“高势位”和“接地气”的有机

统一，是彰显学习过程之科学性、实践性与人民性的题中应有

之义。

强调学习的“高势位”，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引领

和正确价值导向的规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领会贯穿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和开展工

作而言的重要意义。而“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来说，最核心的



问题是‘方法’”。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语境，

进而才有可能从思想上摆正工作方向、规整价值意向、形成崇

高理想、助推学习过程、克服“本领恐慌”。

所谓“接地气”，即在学习过程中要坚持调查研究和坚持“知

行合一”。其一，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学习方法。

只有“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加以系统

化、条理化”，才有可能形成科学且合理的认识。其二，思想自

觉与行动自觉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同志不仅强调“以‘知’

促‘行’、以‘行’促‘知’”；而且提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而知行合一、实干兴邦的过程，既是从学习层面推进知识结构

优化的内在动力，又是个体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

现实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