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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高中学生理想信念的特征分析 ①

王晓宁
（徐州市第一中学，江苏 徐州２２１０００）

摘　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青年学生理想教育问题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从实证
调研的研究方法出发，客观分析了当代高中生理想信念的特征：理想信念积极乐观，但成熟坚定不够；道德理想整体水平

较高，但践行不够；职业理想趋于务实、多元，但过于追求舒适安逸；关注社会时事，但功利化趋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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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与新问题，新时期青年学生理想教育问题面临新的问题与挑

战。“在新的情况下如何启迪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地观察认识世界、选择人生，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这是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求。”［１］因此，开展并深化当代高中学生的

理想教育是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应该解决好的重要问题。笔者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

法，以江苏省某市５所普通高中高一到高三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２２００份，收回２０７９份，
有效问卷２０２２份，有效问卷率９１．９％。该调查问卷共设计３８道问题，有计划地进行了包括封闭性和
开放性两种问题的考察，涉及高中学生基本情况、理想信念状况以及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等内容。问卷调

查过程中，根据调查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调查主体的性别、年级等差异，并且采用了分层抽样及整体抽样

的方法以实现样本最大程度的代表性特征。研究人员还针对部分突出问题，选择部分学生进行了抽样

深度访谈。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可以发现，整体上接受调查学校高中生的理想信念呈以下特点。

１　理想信念积极乐观，但成熟坚定不够
１）从学生对理想信念的整体认知来看，有９４．３４％的学生认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说明高中生整体

上肯定理想信念对自己人生发展的作用。２）当涉及到理想信念制定的依据方面，２１．１６％选择了“为了
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８．０５％选择了“为报答父母”，５２．１６％选择了“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１６．１％
选择了“其他”。高中生在制定理想信念时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诸如“更好的生活”，而很少想到他人、

社会的利益。３）３４．４３％的学生“有短期的规划，并能够努力去实现”，１６．６９％“有长远的目标，但没有
付出行动”，４５．６％“有长远的目标，并能够制定短期目标，一步一步去实现”，另有２．３８％“当一日和尚
撞一日钟”，说明在理想信念的树立方面，高中生还需要加强长期的规划，并将理想信念付诸于行动。

４）在问及实现理想信念的最大现实障碍时，高达７３．４７％的学生选择了“个人能力有限”，而选择“家庭
环境影响”的仅有３．４３％，在分析调查问卷时发现，选择“缺少机遇”（１１．６２％）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可
见，“缺少机遇”成为了高中学生实现理想信念的第二大障碍因素，机遇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逆性，是可遇

不可求的。可喜的是，在调查时获知，高中学生普遍认为个人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得到实

现，这说明接受调查学校高中生理想信念实践的能动性较高。５）当问及在实现理想信念的实现过程中
遇到困难该如何解决时，“向朋友或家人倾述，寻找解决办法”是４７．５４％学生的选择，３３．９８％表示会
“冷静思考，自行解决”，只有８．０５％感到“焦虑不安，不知所措”。可见，大多数高中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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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２　道德理想整体水平较高，但践行不够
１）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学校高中生的道德品质认同程度较高。涉及到“公交车上老弱病残孕

专坐是否为摆设”时，高达９０．７６％的学生持否定态度，可见如遇特殊情况，绝大多数会主动让座。２）针
对“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及发展最主要依靠的因素”，６２．１５％选择了“个人能力及自我奋斗”，而选择“诚
信等良好品质”的仅有２３．２５％，说明学生对道德方面的考虑要弱于对自身能力等方面的追求。３）当问
及思想品质修养和科学知识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时，９０％以上的人认同思想道德的重要性，其中思想品
质更重要占３５．９２％，而与知识同样重要占５４．８４％，整体上对思想品质比较认同。４）在考虑集体利益
与个人利益时，他们会有更多的权衡，更注重考虑个人利益；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更多的是考虑

公私兼顾，个人（包括公私兼顾和先私后公）在整体上的比重占到了７１．８３％。５）在个人道德理想上越
来越现实化。问及社会讨论道德缺失谈及的“小月月事件”，假定你当时在现场是否会前去救助，只有

１６．９９％的学生选择进行救助，近６６．６２％选择拨打１１０或１２０。这说明，虽然大多数高中生认同美好道
德，但实际生活中由于害怕伤害，他们有比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６）当问及“是否参加过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时，只有８．２％的学生表示“经常参加”，４６．８％“偶尔参加”，８．２％从不参加，３６．５１％表示没有机
会参加。这些表现是与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性有密切关联的。例如，社会、学校在对高中生进行评价的

时候，学习成绩似乎永远是第一位的，思想道德的修养似乎被认为是本身应该具有的素质，所以，从社会

和学校的层面来讲，对学生道德思想方面的关注较少。此外，最重要的是对思想道德的评价难以量化，

思想道德修养隐形存在于人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能认识到社会道德重要，但在生活的具体过程中却

忽略了在实践中养成［２］。

３　职业理想趋于务实，但过于追求舒适安逸
从调查结果看，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处于激烈竞争条件下，学生的个人职业理想选择更趋于

感性、务实和多元化，在问及“职业选择时，优先考虑的因素”，３７．１１％的学生选择专业对口，２２．５％选
择经济收入，１９．３７％选择公司前景，１８．７８％选择稳定程度。接受调查学校大多数学生所期望的理想的
休闲方式是旅游，更注重自我享受，而阅读等传统的休闲方式被弱化。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可选择的方式多样化；另一方面，高中生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生活，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当问及

您所追求的生活状态时，有５７．８２％的学生选择过舒适安逸的生活，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平衡。

４　关注社会时事，但功利化趋向明显
接受调查学校高中生的社会理想信念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的。大部分学生对未来有明确规划，有

明确的政治信仰；加入党组织的意愿比较强烈，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比６２．３％；３５．６２％的学生非
常关注时事，４６．９４％经常关注，１５．６５％偶尔关注，只有１．７９％不关注。说明高中生对国家社会时事的
关注并未减少，媒体的舆论导向对高中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高中生社会理想信念的功利化是一个

重要的倾向，几乎一半以上学生申请入党的动机是“谋求今后仕途发展或增强就业竞争力”“追求政治

荣誉感”，只有４７．８％左右的学生申请入党的动机是基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５　结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高中生是在全球化时代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具有明显的时代

特征。理想信念在整体上表现出顺应时代需求的特性，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受社会压力的影

响，大多数高中生注重自我修养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也有一些表现需要引起关注，如理想信

念更具功利性、现实化、物质化和自我化，追求个人享受及个人舒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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