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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转型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问题与应因之策探析视阈 

□陈  彪  邵泽义  蒋华林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  730050] 

 

[摘  要]  今天的社会转型，诸多领域已被诸多学者考辨、求实。但对于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

的讨论在学术界却未多见。本文以实证调查为考据，以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逻辑起点归纳大学生在

思想道德转型期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予以究思，探寻应因之策，以求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期

开展长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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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

命线的论断，是被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邓小平同

志在1980年8月明确提出，尽管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

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

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1]。他一以

贯之地强调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经

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多

次强调指出：“我们愈是改革开放，愈要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2]。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思想道德已经

发生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我们需要怎样的思想

政治教育，如何针对大学生在这个时期开展有效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深

思的问题，怎样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实

现学科的横向发展，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的

重要课题。 

一、慎思：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的理论匡定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的背景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是大学生思想

道德转型的国际环境。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

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的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的变化，构成了大学生思想 

道德转型的国内环境。 

（二）什么是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 

大学生思想道德转型就是大学生由传统的思想

道德模式向现代的思想道德模式的转变，对原有的

思想道德内容和行为模式的解构和新的思想道德内

容和行为模式的建构。强调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

对原来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思想道德的扬弃和受新社

会条件影响所形成的思想道德的整合和构建。 

二、深思：大学生在思想道德转型期存在

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认同缺失 

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的传入对

大学生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

认同缺失。这种社会主义认同缺失的细化表现是：

首先，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有些大学生认为中国

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的市

场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翻版，终究有

一天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次，社会主义常识

混淆不清，表现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

度和发展战略的认识不清。例如：我国的人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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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主义认同情况调查表 

人数 

项目 

2007年 2008年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坚持社会主义 68 15.8 76 16.7 

坚持党的领导 73 17 70 16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56 14 34 7.2 

信仰共产主义 95 22.1 67 15 

认同我国当前市场

经济制度 
48 11.1 90 19.1 

认同我国政党制度 89 20 120 26 

总数 429 100 457 100 

 

（二）功利性较强，理想追求低位化 

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功利性较强，理想

低位化现象。这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

观、成才观扭曲的外在表现。功利性较强是学习动

机不纯或者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外化形式。理想追求

低位化是就业观和个人价值曲位外显的重要形式。 

表2  学习的目的调查表 

人数 

项目 

2007年 2008年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多学点知识 46 11.8 50 11.4 

找份好工作 124 32.1 167 38.3 

实现自己理想 65 16 70 16 

将来生活的幸福 98 26.1 102 23.4 

为国家做贡献 54 14 46 10.9 

总数387 100 435 100  

 

（三）理论根基太浅，判断能力不强，个人信

念易变性较强 

有些大学生信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课的动力较差，因而导致了他们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断层或缺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甚浅。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落差导致了学生的宏伟理

想抱负在社会现实的考验下变得异常脆弱或荡然无

存，个人信念易变系数较大。 

（四）心理素质弱化，悲观主义严重 

当代大学生大多没有经过困难生活的磨炼亦或

大多是独生子女，当面对挫折的时候，往往不能自

律和自拔，不能自我心理调控，表现出强烈的悲观

厌世。大学生悲观主义严重的具体表现就是：感恩

心理、进取心、荣辱心缺失；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媚

俗化、空虚化、平庸化。 

表3  大学生心理状况调查 

人数 

项目 

2007年 2008年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具有感恩心理 86 21 68 17.1 

具有进取心 157 38.5 124 31.2 

具有强烈的荣辱观 61 15 87 21.9 

能较好地面对挫折 45 11 52 13.1 

善于心理调控 59 14.5 67 16.7 

总数 408 100 398 100 

（五）自我定位迷失  

大学生对社会的期望值较高。当今社会的现状

是重能力，强竞争。很多学生发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根本没法实现，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迷茫、彷徨，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奋斗目标。 

三、反思：大学生在道德转型期存在问题

的应因之析 

（一）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思想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思想全球化，国外思想意识

的涌入在逐步消解和改变着本国或本地区的“土著”

思想。大学生在新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下，他们的思

想就会发生嬗变。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世俗化的影响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世俗化是指这种思想的

普遍化。其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动摇了大学生

社会主义信念。其次，动摇了大学生对共产党领导

核心的信仰。我们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并发症”，如收入差距过

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由于大学生对这些问

题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导致对共产党领导核心的

信仰动摇。 

（三）应时之需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尚未完善，

教育效果滞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成效甚微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但是，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仍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仍然占主流，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没有广泛

应用。所以，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临界点。在高校

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现状是“领导高度重

视，学生甚为漠视”，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

多流于形式，其收效甚微。 

（四）我国公民社会的消极影响 

市民社会最早“表示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

文明共同体”[3]。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介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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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与

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4]。公民社会理论有其先进

性的同时也带有其固有的负面性，其对大学生的影

响表现为：其一，过分追求民主、平等观念。其二，

助长了大学生不正当的政治参与思想。许多学生对

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缺乏理性的认识，认为民主就

是无限制的参与，导致了诸多不正当的政治参与 

现象。 

（五）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导致的思想

转型和多元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与世界在各个领域处于互动

之中。各国家、地区思想的交融导致了大学生思想

的多元化。这种思想道德转型和多元化存在有其消

极性，体现为：第一，道德滑坡现象严重。“道德滑

坡是由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观念的延时性、制度

建设的滞后性、青年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性以及青年

的易塑性所造成的”[5]。大学生思想道德滑坡体现

为：社会道德、家庭美德、伦理道德、婚恋道德的

滑坡与失范。第二，道德框架缺失与自我构成矛盾。

“道德框架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构成的逻辑体系，

它包括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规范、价值信念、

价值追求、价值取向等内容”[6]。他们已经形成的

道德框架体系与现时代条件下形成的道德框架难以

整合，所以造成了道德框架缺失。第三，人生方向

朦胧、信念归属迷茫。由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多元

化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的人生方向，从而在

自我发展、自我价值实现上感到非常朦胧，因而造

成了大学生信念“流浪”。 

四、究思：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拓展性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和理论体系

教育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内容 

（1）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常识的教育。

新时期，对大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常识

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常识的

教育内容包括：基本国情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市场经济常识教育、民主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常识的教育等。 

（2）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的教

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的新提法，是我党根据新时期、新情况提出来

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大学

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就是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 

（3）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教育。

积极引导教育大学生客观认知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以及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才观和崇高的

人生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教育内容

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才观教育、

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和理论体系教育

开展的途径 

（1）发挥课堂优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

会主义专题教育。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充分

发挥课堂优势，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

会主义专题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树立坚定的信仰和人生奋斗方向。 

（2）举办学术报告和培训班，解读政策法规和

中央文件。定期举办学术报告和培训班系统地讲解

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文件，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使

大学生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文件有全面透彻的理

解并规范自己的行为。 

（3）通过网络进行。网络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最

为流行的传媒方式，所以，应积极发挥网络的先天

优势对大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和理

论体系教育。其途径：一是加大网络宣传力度。二

是建设红色网站。 

（二）政治素养与政治敏锐性教育 

1．政治素养、敏锐性及其内容 

政治素养是指人认识政治、理解政治，并通过

实践获得政治技能从而完善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政

治素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基本理论和常识教育、

政治辨别能力教育、政治实践教育。政治敏锐性教

育的内容包括：政治信息捕捉能力教育、政治信息

分析判断能力教育、政治敏锐性培养方法教育。 

2．政治素养、政治敏锐性教育的实施方法  

（1）政治素养教育的实施方法。第一、举办专

题班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形成政治基

本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武装大学生的头脑。

第二、实行案例教学，创设虚拟环境。第三、积极

引导大学生参与政治实践，如观摩政治选举、政治

投票等活动。 

（2）政治敏锐性教育实施的方法。首先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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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关注时事和时局。可以通过收看电视节目或

者举办阅报专栏的方式进行。其次要引导大学生学

会思考。可以通过举办学生政治兴趣小组、社团和

思想交流会的方式进行。最后要引导大学生参与 

实践。 

（三）就业观、自主创业意识教育 

就业是大学生面临的重要关口。使大学生树立

科学的就业观，是就业教育的重要课题。就其内容

而言包括：就业观、就业选择方法、科学的就业态

度、正确的挫折面对观等。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教

育包括：创业的类型与途径、科学的创业观、创业

支持与指导、创业伦理观等。其开展的途径主要通

过课堂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四）责任观、伦理观、心理健康教育 

责任观教育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科目之一，通

过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一般而言，

责任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有：责任的类型、承担责任

的方式、履行责任的途径和方法、科学的责任观等。

伦理观教育是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其内容一般包

括：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朋友、信于他人等。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成才教育的必修环节。心理

健康对于大学生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心理健康

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心理疾病的发现与诊断、心

理健康医治的方法、心理健康的调试、良好心理的

养成方法等。其开展方式主要是通过隐形教育，是

“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

教育者周围设定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

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

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受教育”[7]。具体地

说就是通过观看影片、参与活动、学习典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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