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４年３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４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调查 ①

韩贤胜，李雅兴，刘义群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当代大学生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通过湘潭市８所高校的
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认知认同整体较高，情感认同整体健康，实践认同整体积极，但存在认识模糊、情感淡漠、意志薄

弱、实践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提高教师素质、调整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方法、完善教育体制、培育模范群体、优化教

育环境等，增强大学生的核心价值体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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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１］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等３个层面提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是一致的，它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的高度凝练。了解当代大

学生的价值体系认同现状，提高认同度，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１　基本情况
笔者在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等８

所高校，对大学生的价值认同状况进行了专题抽样调查，

调查形式为无记名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７２０份，回收
６８５份，回收率 ９５．１４％，有效问卷 ６５４份，有效率
９５４７％。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下，年级特点：大一１８％，
大二３７％，大三３１％，大四１４％；专业特点：文科类４７％，
理科类２０％，工科类 ３０％，艺术类 ３％；性别特点：男生
５１％，女生４９％；政治面貌特点：中共党员１５％，共青团员
７７％，其他 ８％；生源地特点：城市 ２１％，乡镇 ２２％，农
村５７％。

第一，认知认同整体较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提出意义和基本内容方面，认为“任何社会和国家都

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占７８％，认为“党提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十分必要和及时’”占７４％，有８５％的大学
生了解基本内容。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占７５％，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占６１％，赞成“四项基本
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占 ７８％，赞成“用科学发展观统
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占８３％，同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 ８５％。关于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认同“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占８６％，认同“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占 ７７％。关
于社会主义荣辱观，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马克思主

义道德观的继承和发展”占 ６８％。
第二，情感认同整体健康。在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

想的情感认同上，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占６０％，认

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会造成‘思想混乱’”

占６２％。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情感认同问

题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占 ７８％。在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的情感认同上，认为“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占７７％，认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和谐统一’”占７５％。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赞同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价值观”

占８８％。

第三，行为认同整体积极。调查显示，认为“马克思

主义与实际生活工作学习有联系”占７９％，认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非常必要”占 ８６％，完全同意“社会主义

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级分化”占

６１％，在“遇到老人摔倒时”选择“毫不犹豫，上前帮助”占

４１％，“走在街上，被乞丐拦住”，４２％的大学生会“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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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零钱”。

２　存在问题
第一，认识模糊，异质现象严重。认识是认同的基

础，积极正确的认同以全面深入的认识为前提。调查发

现，大学生在核心价值体系认识方面，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认识肤浅，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内容认识不够。

例如，仅有５５％“知道”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

关系，表示“不知道”的占３１％；“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仅占２４％，“有些知道”的占５８％，

“不清楚”的占１８％。二是认识模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实质认识不清。如，在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

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目的的调查中，仅有

３４％认为是“推行西方畸形的民主政治模式”，而３４％认

为是“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另有

３２％表示“说不清楚”。三是认识异质，少数大学生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错误。例如，关于我国改革方

向的调查中，４０％认为“逐步私有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方

向”，仅有 ３１％表示“反对”，而有 ２９％则表示“说不清

楚”。

第二，情感淡漠，价值取向务实。情感作为一种非理

性因素，是认识向行为转化的“催化剂”。积极的情感激

发积极的行为，消极的情感只能导致消极的行为。调查

发现，有的大学生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漠不关心。具体

来说，一是情感淡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持“无所

谓”的态度。例如，“在街上，被乞丐拦住”时，３６％选择

“不理他”；对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态度上，１０％表示“无

所谓”。二是价值务实，价值选择中更倾向于关心自身利

益和前途。例如，在“现在你最关心的事”的调查中，５６％

选择“将来的就业”，２３％选择“考试成绩”，仅１１％选择

“国家的发展”，还有１０％选择“其他”；在关于人生价值

的调查中，仅有３６％选择“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３３％选

择“在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去适度关心集体

和社会”，另外选择“理想在于追求金钱”“尽量使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其他”的大学生分别占４％、４％、１５％。

第三，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意志是认识转化为

行为的关键，正确的认识只有同坚定的意志相结合，才能

转化为坚决的行动。调查发现，有的大学生对可能遇到

的困难缺乏充分准备，甚至有少数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产生怀疑。一是意志薄弱，对建设社会主义信心不足。

例如，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法的调查中发现，尽

管有４４％认为“能够实现”，但是也有４２％认为“难以实

现”，１４％表示说不清”。二是信念动摇，少数大学生缺

乏共产主义信仰，入党动机功利。例如，在个人信仰的调

查中仅４８％选择“马克思主义”，４２％选择“无信仰”，另

外选择 “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分别占６％、

２％和２％；在入党动机的调查中，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

仅占３３％ ，而选择“为找工作方便”和“说不清”的则占

３３％和３４％。

第四，实践欠缺，认知践行脱节。实践是认同的最终

体现。体现于行为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停留在口头的

认同，只是虚假的认同。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大学生

能够在实践中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但有的大学生核心价

值体系的实践应用能力明显不足。一是实践欠缺，认同

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例如，３９％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适用于党员干部，普通公民的核心价值体系应是自

由、平等和民主等”。二是言行不一，口头上赞成，行为上

反对。在调查中发现，少数大学生一方面认为践行社会

主义荣辱观“人人有责”，另一方面却考试作弊，故意

欠贷。

３　建议
第一，提高教师素质。一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的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

其中思政科教师发挥关键作用。二要提高其他人文社会

科学课程教师的素质。鼓励高校教师学习社会学、人类

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三要提高管理教师素质。行政领导、班主任、

辅导员、后勤管理人员等是大学生的生活老师，在大学生

行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使

其规范大学生言行，促进大学生价值认同向价值践行的

转化。

第二，调整课程体系。一要调整教材体系，围绕核心

价值观教育，重新规划教育内容，突出时代性，增强针对

性。二要充实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使其在大学生价值观

培养、道德建设、素质提高、人格健全和民族精神培育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三要开展专题研讨，利用主题讲座、专

题论坛、教育研讨会等形式，聚集研究力量，加大研究的

力度。四要加强日常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与优秀班级建设、文明寝室建设等相结合，加强对学生

经常性、习惯性行为的引导。

第三，创新教育方法。一要创新课堂教学方法。课

堂教学要广泛使用案例教学、交流对话、团体学习、角色

体验等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交往中达成价值共识。二要

开展实践教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如伟人故

居、纪念场馆、烈士公园等，开展长期的民族精神、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巩固大学生的价值认同。要建设主题

实践基地，通过“三下乡”、志愿支教等周期性活动，磨练

大学生的意志。要加强与社会团体的合作，通过勤工俭

学、创新创业等短期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践行能力。

第四，完善教育机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２］３３３一要加强领导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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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形成党委领导，学院负责，其他部门积极配合的教育

格局，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二要加

强监督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学校监督、教师监督、校园媒

体监督、党团监督、学生监督等相结合的新的监督模式，

激发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三要加强激励

机制建设，严厉处罚考试作弊、故意欠贷、学术腐败等不

良行为，奖励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孝敬父母等

高尚行为，实现对大学生言行的正确引导。四要加强协

同机制建设。实现社会、高校、家庭、大学生自我教育的

积极互动，形成合力。五要加强评估机制建设。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学校质量评估、党政领导

工作评估和教师教学质量评估中，通过评估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教育和建设。

第五，培育模范群体。人生活在群体中，群体对大学

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模范群体对提高大学生的

价值体系认同度至关重要。一要教育党员群体，通过思

想教育，组织考核，提高党员群体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

平，使其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二要培训班团干部，通过有

计划的专题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使其充分发挥中坚作

用。三要培养社团骨干，激发其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发

挥其广泛联系群众的作用。四要帮助困难群体，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促进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认同。

第六，优化教育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

造人。”［３］２２人与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优化教育环境

是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一

要过滤社会环境，时刻关注社会变化，及时分析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现象，引导大学生明辨是非。二要建设校

园环境，通过新闻栏、文化墙、公益广告、学校网站、校报、

校刊等文化媒介，“孝”文化节、“百灵鸟”杯辩论赛、主题

演讲等活动载体，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推广普及。

三要优化网络环境，通过网络法规教育、主题网站建设、

不法行为惩处等，引导大学生遵守网络规范，正确利用网

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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