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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青年学生信仰现状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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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某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与学生的调研，发现青年教师与学生的信仰主流是值得肯定

的，但也存在着信仰的缺失、迷离和误解等问题。从社会实际、信息网络和高校教育三方面分析

了问题的成因，并从加强理想信念引导、弘扬传统文化教育、推进主题教育、树立正能量作用等

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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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信息多元化时代，受各种观念的冲击和

各种思想的影响，信仰这个思想上的根本问题已

被人们用各种方式理解。青年教师和学生信仰如

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高校培

养、考察、发展党员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更

好地了解学院青年对信仰、人生价值观以及信仰

和价值观形成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

年的信仰和荣辱观、价值观教育，从而提高青年的

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对某所高职院校的青年信仰

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调研范围和方式

关于高职院校青年信仰情况的调研是通过问

卷调查和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其间共召开有青年

教师和学生参加的座谈会4次，有105人参与座

谈，其中青年教师18人次，学生87人次；发放调

查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8份，其中青年教

师31人，占调查人数的17％。在调查对象中，党

员12人，占调查人数的6．7％；入党积极分子69

人，占调查人数的38．8％；其他团员青年94人，

占调查人数的52．8％；非团员3人，占调查人数的

1．7％。

二、调研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座谈和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在青年教师及学生中主流是积极健康的，认同社

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有基本的道德

与是非曲直的评判能力。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

取向也较为合理，同时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在当

前的社会条件下，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坚持与困惑。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值得

重视。

1．信仰的缺失

在调查中发现，74％的青年表示信仰是人类

必须的，但也有高达26％的青年对此持否定态

度。有部分青年提出，在一些实际的学习生活中，

只是在不断的应付短期目标，没有核心的信仰、理

念支撑，没有长期的奋斗理想与目标。这些表明

了青年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没有确立自己价值判

断的尺度与标准，树立自己的人生信念，只是随波

逐流，在社会的变革中逐渐迷失了目标与方向。

2．信仰的迷离

外来文化入侵，特别是西方文化、物质享乐主

义、拜金主义在学生当中有所抬头；当代偶像的盲

目崇拜现象在青年中存在着较大的影响，特别是

一些出乎社会伦理的非主流文化在逐步冲击着当

代青年的思想信仰，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主流

思想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45％的

青年表示信仰“马列主义”，23％的青年表示信仰

宗教，近30％的青年表示目前没有信仰，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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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2％)青年信仰资本主义，对传统的信仰

产生了质疑、疏离与困惑。

3．信仰的误解

在问及没有信仰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造成影

响的时候，52％的青年表示没有信仰会对自己的

人生造成影响，而另有16％的青年表示不会，

3l％的青年表示只会有一点影响。在问及有没有

一个明确的人生追求方向的时候，有86％的青年

表示他们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追求目标。还有

ll％的青年表示他们没有想过或是不知道明确的

人生目标，只有2％的青年明确表示没有一个明

确的人生追求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绝大多

数青年认为信仰就是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有长

期也有短期的，没有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将信仰内

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三、青年信仰问题产生的成因

1．多元文化背景的冲击

当代高职院校的青年出生于90年代的初期，

成长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原有体

制下形成的单一的思想认识模式逐渐被多元化的

意识内容所取代。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效应、消

极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对青年确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在

社会发展与经济变革进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分配

不公、就业压力加大、道德水准滑坡、拜金理念横

行、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都直接影响着当代青年的

人生信仰。

2．思想教育力度的弱化

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拓宽了，不仅

从家庭、课堂获得信息，更多的是从网络、电视等

获得信息，网络的影响尤其巨大。网络文化的开

放性和交互性使得青年社会化的外部环境更加的

趋于复杂和难以控制。网络在向人们迅速传递各

种信息的同时，也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观念都堆积于此，从而对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此过程之中，

曾经树立的信仰权威被逐渐化解，导致了思想教

育方面的弱化。

3．理论与实际情况的脱节

高校信仰教育与社会实际产生脱节，没有收

到应有的成效。虽然高校思政教育一直在积极地

适应当前环境，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部分教育内

容与社会实践仍存在不相适应的状况，存在一些

真空地带。一些课本上的内容早就与现实实际相

脱节，很难让青年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内化为自

己的信仰，更难以真正成为其行动的指南。

四、解决青年信仰问题的对策

通过对目前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信仰现状

的分析，结合实际，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从三方面

人手，切实做好青年的信仰教育。

1．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要加强共产主义信仰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把握思想引领的根本任务。我们不

能因为面临种种困惑，而削弱了向青年宣传共产

主义这一科学真理。要以各类时政活动为重要契

机，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青年，可以说：“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是巩固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的

现实需要”⋯。我们要不断丰富宣传的手段和方

式、载体，要通过宣传教育进公寓、进课堂、进网

络，将专业知识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糅合，引导广大

青年把个人成长融入到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的时

代洪流中去，教育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坚定跟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传统中感受信

仰。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其中有很多对人性的尊重，还有对人的潜能

开发的内容，这些对当代青年的人生成长都很有

帮助。我们不能用全盘西化的方式，将传统的优

秀文化丢弃。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

甄别，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另一方面要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的实际，来“构建

科学的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红色革命

精神为主线的红色文化教育内容体系”担o。此

外，我们要紧紧围绕培养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这

一目标，依据不同高校所拥有的不同特色的人文

历史，注重挖掘高校传统文化和人文知识方面的

资源，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和人文知识教育，促进

青年教师与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

3．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

要积极推进各项主题教育，通过主题教育活

动来塑造青年教师和学生核心价值观。当代大学

生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应该包括“精于学业、

善于创新、勇担责任、心怀感恩、志存高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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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Hj。结合高校青年教师的实际和学生特性，可

以推出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创新教育、责任教育、

关爱教育、服务教育、发展教育、崇文教育、协作教

育和自律教育等十项主题教育活动，将主题教育

融入青年的学习生活之中，纳入人才和师资培养

计划，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念，塑造健康的

人格，促进青年全面发展，这些是青年教师和学生

成长成才的有力保证。

4．发挥正能量的引导作用

要树立榜样示范力量，用先进的力量引导青

年。我们要用正确的、优秀的、发自内心的力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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