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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准确把握在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采用问卷调

查方法,对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SPSS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思想观念方面,大学

生对待生活和学习的态度端正,人生目标、价值的追求及人生意义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政治观念方面,

大学生关注政治形势和政治问题,政治立场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充满信心,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前

景充满希望;在道德观念方面,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水平较高,表现出较好的道德自律。但也存在着个人主义

突出、思想观念发展不平衡、因缺乏有效的政治学习而存在政治偏激的倾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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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教育

工作者十分关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200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简称16号文件)明确指

出了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
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

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要把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为落实

这一政策,调查组于2008年9月启动大学生思想状

况滚动调查课题,旨在切实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为本课题的第1轮调查,课题组于

2009年4月至2009年5月,以华中农业大学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围绕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以问卷调

查的方式开展了调查工作。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与整

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在全校12个院

系中抽取25个自然班,共发放问卷650份,收回有

效问卷604份。在回收问卷中:男生占58%;女生

42%。一 年 级 28.4%;二 年 级 22.4%;三 年 级

25.1%;四年级24.1%。在专业分布方面,文管类

占35.4%;理科类占13.4%;工科类占22.9%;农
医类 占28.4%。在 政 治 面 貌 方 面,共 产 党 员 占

20.1%;共青团员占76.9%;其他占3%。在是否独

生子女方面,独生子女占37%;非独生子女占63%。
调查数据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大学生思想现状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思想状况是一个具

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从狭义上讲主要指思想观念层

面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内容;从广义上讲不

仅包括狭义层面的思想观念,而且还包含道德观念

和政治观念层面的内容[1],这里我们从广义上界定

思想状况,在具体操作上从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和政

治观念3个方面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调查结果

如下:

1.思想观念现状

大学生思想观念层面的调查主要围绕大学生的

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价值评判标准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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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追求积极有为,但更多偏重自我实现。
如表1所示,从对问题:“您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的回答来看,大学生在人生追求的内容方面对传统

有钱、有势、受人尊重和安分守己的人生追求认同度

并不高,相反,选择了“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自我

实现”和“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对社会有用”等积极

有为的人生追求,表现出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在
人生追求方向方面,在大学生人生追求中排在第一

位的因素是“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自我实现”,主
要偏重于从个体本位的立场出发来确立自己的人生

追求,虽然这种人生追求在客观上也对国家和社会

有益,是一种积极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追求,但是,
如果这种人生追求不与国家和社会贡献联系起来,
在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其发展是存在着局限性的[2]。
表1 大学生认同的人生追求

人生追求 频次 比率/%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对社会有用的人 135 22.4

在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自我实现的人 357 59.1

有钱人 20 3.3

有权势或地位的人 13 2.2

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36 6.0

安分守己的普通人 33 5.5

其他 10 1.7

  (2)人生态度积极、务实,但对传统宿命论和封

建迷信的人生观态度暧昧。大学生对自己生活态度

的评价总体积极乐观。在回答“您认为自己学习和

生活的态度”这一问题时,选择非常积极和积极的分

别为11.0%和45.9%。对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的传统说法,80.5%的学生认同吃苦是种磨

练,对以后的成长有好处。这说明新时期的大学生

勇于把敢于吃苦、敢于奋斗的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学

习、生活和工作中去。在“你认为决定个人成功的最

主要因素”的多选题中(见表2),从大学生对人生成

功的因素分析来看,他们更多强调信心和勇气、智慧

与能力、人际关系、勤奋和持续的努力等可以通过自

我努力进行合理掌控的内控因素,而较少归功于社

会环境、家庭出身、外貌等个体较难控制的外控因

素,表明大学生更多强调通过自己个人努力达到成

功。但在对“人的一生是命里注定的”的看法上,直
接表示不相信的只占39%,选择表示相信和有些信

的分别占7%和26.5%,另有27.5%的同学表示不

太相信,但无助绝望时相信,表明他们对传统宿命论

的人生和封建迷信的人生态度有一定的暧昧倾向。
表2 大学生认为决定成功的主要因素

因素 频次 比率/% 个案比率/%

家庭出身 85 5.3 14.1

信心和勇气 348 21.7 57.9

人际关系 301 18.8 50.1

社会环境 53 3.3 8.8

人品 64 4.0 10.6

外貌 10 0.6 1.7

智慧与能力 342 21.3 56.9

勤奋与努力 218 13.6 36.5

社会需求 17 1.1 2.8

机遇或运气 164 10.2 27.3

总计 1602 100.0 266.6

 注:比率是指某选项频数在总被选频次中的比例;个案比率指某选

项频数在样本总数中的比例,下同。

(3)价值评价标准多元,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调

查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大学生认为决定人生价值大小的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 频次 比率/%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179 29.7

社会地位的高低 37 6.1

社会声誉的好坏 21 3.5

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177 29.3

生活的是否舒服、潇洒 139 23.0

其他 51 8.4

表4 大学生认同的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定项选择)

项目 频次 比率/% 个案比率/%

既成就自己,又造福社会 236 30.4 39.2

为追求一种崇高信仰而奋斗 75 9.7 12.5

拥有许多金钱和财富 20 2.6 3.3

拥有很大权力 5 0.6 0.8

得到社会承认和受人尊敬 53 6.8 8.8

拥有广博的知识学问 46 5.9 7.6

拥有美满和谐的家庭 154 19.8. 25.6

拥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41 5.3 6.8

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126 16.2 20.9

超脱世俗,平淡宁静过一生 21 2.7 3.5

总计 777 100.0 129.1

  从表3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更倾向于把事

业上的成就、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标

准,而对于一些较为世俗的人生价值评价标准如社

会地位、社会声誉等认同度并不高,表明他们人生价

值评价标准总体积极健康。但选择生活的舒服、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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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个人利益因素也是很

多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评价标准。在对“什么是人生

的最大幸福”不定向选择题的回答上,选择“既成就

自己,又造福社会”占最大比重(见表4)。从中可以

看大学生倾向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同时又不忘

集体、不忘奉献。

2.道德观念现状

调查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日常道

德行为几个方面了解大学生的道德观念状况。
(1)道德认知水平较高,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的统一。在对道德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59.8%
的学生认同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求,这说明半

数以上的学生能够从自律的层面认识道德,19.7%
的学生选择道德是人们都应该遵守的规则,在他律

的层面认可道德规范的约束,反映了较高的道德认

知水平。在 对 社 会 主 义 道 德 原 则 的 认 识 方 面,

9.8%的学生选择大公无私、公而忘私,21.9%的学

生选择先公后私、先人后己,65.7%的学生选择公私

兼顾,在不损坏集体、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获取个人

正当利益。在涉及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的问题“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你认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上,选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无私忘我、爱人如己的为7.0%,互助双赢、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为73.5%,这些表明,大学生在对待

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更多重视个人与

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双赢关系,这更符合集体主

义的真实含义。
(2)道德立场不够坚定,在道德情感与意志方面

犹豫、摇摆,明哲保身。涉及道德情感的问题“当您

看到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时”,48.7%的学生选择

气愤,但不会多事地主动劝阻,30.6%的学生选择是

朋友就劝阻,陌生人就走开,选择主动进行劝戒的只

有12.9%,另有5.3%的学生选择无所谓,反正不牵

连到自己的利益,2.0%的学生认为很正常,自己也

经常这样。在问题“您对考试时的作弊行为有何看

法”上,选择鄙视、自己从来不作弊的占43.3%,选
择不赞同,但可以理解的占52.1%,认为没什么大

不了的占3.7%,选择可以提高成绩,何乐不为的有

0.9%。从中可以看出,对于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表
现出更多的理解、宽容和听之任之。

在涉及道德意志的问题:“你如何对待诚信问

题”上,只有55.8%的学生选择我要讲诚信不管别

人诚信与否,28.3%的学生选择别人对我诚信我就

对别人诚信,10.3%的学生选择有严格的监督就讲

诚信,否则就不讲,4.6%的学生选择对亲人朋友讲

诚信,0.2%的学生认为诚信不诚信都无所谓,反映

了道德意志不够坚定的一面。
(3)在日常道德行为方面,表现出较好的道德自

律。如问及“对于自身不符合社会公德的言行,你通

常怎么想怎么做”时,35.8%的学生选择只要意识到

了就决心改正,57.6%的学生选择意识到了就适当

控制。在问题“公共汽车上看见老、弱、病、残或孕

妇,您一般怎样做”上,65.2%的学生能够做到主动

让座,22.7%的学生选择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选择

让座。这说明在自身的日常道德行为方面,绝大多

数学生都有良好的道德自律。

3.政治观念现状

对政治观念的调查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

仰和政治责任感3个方面[3]。
(1)对现实政治目标保持着较高的认同感,对国

家发展的前途和趋势比较看好。在根据十七大提出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目标设置的问题

上,大学生对涉及国家硬实力的发展目标如经济发

展、民生问题、综合国力等问题信心十足,对社会风

气和党风的重大突破和好转的信心显得有些不足,
但仍然有过半数的同学表示有信心。具体情况如下

(如表5所示):
表5 大学生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认同度

%

项目
非常

有信心
有信
心

一
般

不太
有信心

没有
信心

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32.9 49.8 14.6 2.0 0.5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较大
发展 25.6 43.5 25.2 3.8 1.8

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风气
根本好转 23.3 33.9 32.3 9.0 1.5

社会建设全面展开,民生问题
得到重大改善 23.6 40.3 30.1 4.7 1.4

党风和党建工作得到重大改进 20.1 35.1 32.6 9.4 2.9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8.5 39.2 18.2 3.7 0.5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43.5 37.8 13.7 4.0 1.0

综合国力强大,国际地位提高 49.9 38.9 9.2 1.3 0.7

  (2)政治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

领导高度认同。调查结果显示:86.2%的学生认同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
体现了同学们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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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的学生认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75.4%
的 学 生 认 同 中 国 共 产 党 有 能 力 把 自 身 建 设 好,

66.2%的学生表示正在准备或者已经加入了共产

党,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72%的学生认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竞争,60.2%的

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要毫不动摇地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80.7%的学生认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道路虽然艰难,但
终能实现,体现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念。
(3)政治责任感强,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主

人翁意识。如表6所示,85.6%的学生选择认同或

完全认同大学生担负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90.9%的学生认同

大学生应该心怀祖国。这也充分说明当代大学生能

够担负起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政治责任,有着强烈的

历史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
表6 大学生对政治责任感的理解 %

项目
完全
认同

认同 一般
不太
认同

不
认同

大学生应该心怀祖国 50.0 40.9 7.3 1.5 0.3

大学生担负着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历史使命

38.2 47.4 11.1 2.7 0.6

  三、大学生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思想状况健康向上,但也

不免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和成长阶段的局限而存在一

些问题,如个人色彩突出、思想状况发展不平衡和政

治理论知识匮乏导致的政治偏激、政治冷漠倾向等

突出问题。

1.个人主义突出

大学生更多倾向于从个体发展角度来认识和思

考问题。在对人生追求的价值评价方面,选择在个

人事业上有所成就,自我实现所占比例最高,为

29.7%,比选择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的高出0.4个百

分点,选择生活的是否舒服、潇洒也占到23%。如

表7所示,在择业时会主要考虑的问题上,有利于个

人发展占到了最高比例。从表8中可见,在愿意下

基层或到西部工作的学生中,出于可以锻炼自己的

工作能力和体验生活的要比认为基层和西部开发需

要人才、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多出10
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习惯于把个人

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较少考虑对国家和社会的

奉献。同时也说明大学生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

一的认识还不到位[4]。
表7 大学生择业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项目 频次 比率/%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1 4.5

兼顾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 205 33.9

有利于个人发展 279 46.2

待遇与工作的舒适 79 13.1

其他 14 2.3

表8 大学生愿意下基层或到西部的原因

原因 频率 比率/% 有效比率/%

基层的发展和西部开发需要人才 27 4.5 11.0

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人们改善生活 81 13.4 32.9

体验生活,了解基层和西部的情况 30 5.0 12.2

可以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 101 16.7 41.0

就业形势不好,有点被迫 7 1.2 2.8

合计 246 40.7 100

系统缺失(选择不愿意下基层) 358 59.3

合计 604 100.0

 注:有效比率指某选项频数在本题有效样本(去除缺失样本)中的

比例。

2.思想观念发展不平衡

任何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都包含知、
情、意、行四个心理要素,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

的内在转化过程是均衡发展和从知到行的转化过

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思想品德要素之间不断平衡

发展和适应以及知与行从旧质到新质的循环往复、
螺旋上升的矛盾运动过程。在对大学生思想状况特

别是道德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道德认

知水平高,在日常道德行为中也表现出良好的自律,
但在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犹

豫、摇摆,思想道德发展不平衡凸显。道德情感和道

德意志是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化的中间环节,大
学生正处于思想品质成长的关键阶段,可塑性非常

强。这一环节的薄弱必将成为制约大学生优良道德

品质形成的瓶颈。

3.部分学生存在政治偏激倾向

在大学生了解政治信息的途径方面,77.8%的

同学选择网络,选择政治学习只占2.7%。缺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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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理论学习导致的政治理论的匮乏往往使大学生

只能看到问题的表面,抓不住本质,缺乏深层次的研

究与理解。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西方社

会思潮纷至沓来,深刻影响了一些缺乏辩证思维的

大学生,这就使得许多大学生的政治立场不坚定,容
易发生摇摆。从大学生对十七大制订的发展目标可

以看出,同学们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和综合国力强大,国际地位提高乃至

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信心十足,但对社会风气

根本好转,党风和党建工作得到重大改进选择“非常

有信心”的比例相当低。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大学生

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偏激倾向。

  四、对策与建议

从整体情况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在政治观念、社
会责任意识、个人修养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积极、健
康、向上的精神面貌,但也存在许多大学生群体容易

出现的共性问题。针对大学生在思想上所表现出的

一些特点,需要力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相结合工作上取得突破进展,同时继续发

扬并持续推进重视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的

传统。

1.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

结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是主渠道,承担

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

务,主要通过教学活动训练学生的政治思维和道德

思维;后者是主阵地,以党团组织、社团活动、班级工

作为载体,通过日常管理和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道德教育。从理论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与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配合似乎是一个不需质疑

的问题,实现二者的有效配合,必然对提高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大有裨益。但从目前情况

看,这两个教育途径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学生

在课堂上获得的理论知识难以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得

到深化,日常教育也极少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使
丰富的教育活动缺乏理论的提升,从而造成学生思

想道德知、情、意、行教育的严重脱节。因此,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结合是解

决大学生思想道德不平衡,提升大学生思想素质的

有效途径。

2.加强社会实践

理论是苍白的,实践是生动的,思想观念的教育

引导重在实践。我们要正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

距,结合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带领大学生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要定期组织大学生深入社会体验生活,使大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要充分利用革命史迹、
场馆、先进人物事迹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实践教育环节中强化大学

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把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

动[5]。要通过爱国主义基地教育、课外实践基地教

育及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

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使大学生在实

践中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
觉悟得到提高。

3.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形成极为重要,它的

影响不是强制的、有形的,而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
这种影响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心灵的感染、哲
理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使人的思想情感发生变化。
校园文化是一种环境,一种“场”,是一种需要长期培

育培养和苦心经营的教育氛围,需要多层次、多渠道

的建设。着力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做文章,坚持校园

文化的主旋律,构建积极向上、高雅健康的校园文化

体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信仰、生
活方式、价值取向产生影响。要重视大学意识形态

建设,引导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
风,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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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IdeologyofModernCollegeStudents:StatusQuo,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

———AnInvestigation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ANGJuan,ZHANGLi-hua,LIFeng-lan,LIHou-gang,RENXia,HUANGYun-li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ordertograspthecharactersofcollegestudents’ideologyandimprovethepertinence
andeffectivenessofideologicaleducation,thispaperinvestigatedtheideologicalconditionsofcollege
student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byusingsociologicalsurveysandSPSSstatisticalmeth-
ods.Theresultsshowedthatasfortheideologicalconcept,collegestudents’attitudestowardslifeand
studyarepositiveandhealthy,thelifegoals,pursuitofvaluesandthechoiceoflifearediversified.Asfor
thepoliticalideas,collegestudentsaremuchconcernedaboutthepoliticalsituationandpoliticalissues,

theirpoliticalstancesarefairlyfirm,theyarefullyconfidentforthegovernancecapabilityofChinese
CommunistPartyandfullofhopefor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swellasfutureprospectsofsocial
development.Asformorality,collegestudentshaveahighlevelofideologicalandmoralawareness,

showingagoodmoralcompliance.However,therealsoexistseveralproblemsforcollegestudents,such
asthefrailnessofmoralbeliefs,thedisequilibriumofmoraldevelopmentandextremetrendinpolitics
owingtolackingpoliticalstudy.Basedontheseproblemsanalyzedabove,thispaperfinallyputforward
som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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