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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雷锋常态化调查分析 ①

李毅，田建湘
（湖南农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当前，学雷锋活动的关键在于“常态化”，因此如何实现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重点。运用调查分析方法，了解了“９０后”大学生学雷锋精神的认同情况，分析了大学生常态化学雷锋活动的
积极与消极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对策建议，以期推动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开展与雷锋

精神的弘扬。

关键词：“９０后”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调查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４５－０３

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精神层面建设相对薄弱和失衡已变得十分突出，道德迷失、信仰缺失、信用危机

伴随而来，形势不能不令人警醒［１］。传承雷锋精神，开展学雷锋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剂良药［２］，但现有理论成果还局限于在雷锋精神到社会价值的研究，还很少

有专门针对雷锋精神价值认同与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互动关系实证研究。当前，大学生大多为１９９５年后
出生，他们是受到社会日益关注的“９０后”一代。面对社会经济转型、社会文化变革、社会生活变迁、社
会文化多元化的影响［３］，“９０后”大学生如何看待雷锋精神？大学生参与学雷锋活动情况如何？哪些因
素是影响常态化参与的主要原因？促进大学生持续参与学雷锋活动的对策怎样等？这些都是学校教育

工作者关心、学者关注的问题，也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急需探究的社会问题。我们以“９０后”大学生
对雷锋精神的认知切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影响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原因，力求在一定

程度上把握“９０后”大学生真实的内心世界，获得以上问题的一些初步答案，为进一步开展“９０后”持续
参与学雷锋活动做研究铺垫。

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首先，样本抽取。本次调查选取湖南省长沙
市高校３所，分别为 Ｚ大学（９８５、２１１类高校），Ｎ
大学（老牌本科院校），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高
专学校）。本次调研共发出调查问卷 ９００份，收
回问卷８２１份，有效问卷７９８份，被调查大学生的
基本情况见下表 １。本次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９１２２％，有效率为８８．６７％。

其次，调查问卷。本次采用自编问卷调查。

在设计问卷前，项目组随机选取 Ｎ高校不同年
级、不同专业２０名大学生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

表１　调查样本的统计描述

选项 属性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３９８ ４９．８７
女 ４００ ５０．１３

政治面貌

党员 ５６ ７．０２
团员 ６８６ ８５．８６
其他 ５６ ７．０２

年级

大一 ２９６ ３７．０９
大二 ２４４ ３０．５７
大三 ２３８ ２９．８２
大四 ２０ ２．５２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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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意见。在此基础上，调查问卷从雷锋精神认知情况、学雷锋影响因素和政策建议等三个方面设计

２４道题目。调查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４月进行，采取无记名方式填写。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认知情况

根据“９０后”大学生对学雷锋活动日、雷锋精神内涵、雷锋精神认同以及大学生了解雷锋精神的渠
道调查，发现不同大学生对学雷锋活动的认知存在一些差异。

一是对学雷锋活动日的了解。由统计可知，“９０后”大学生知道每年３月５日是学雷锋活动日的情
况是：“确切知道”占３１．５７％，“知道”占４３．６０％，“大概知道”１８．９４％，“不知道”占５．８９％。虽然“学
雷锋活动日”并不能直接代表大学生对雷锋及雷锋精神的了解，但从侧面折射出“９０后”大学生对雷锋
的相关了解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对雷锋精神内涵的了解。作者采用２０１２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
意见》中对雷锋精神五个方面内涵进行调查。多项选择结果显示，“９０后”大学生知道雷锋精神包括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仅占１７．５４％；知道雷锋精神包括“服务人
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比例较高，达到８１．８５％；知道雷锋精神包括“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敬业精神”仅占１３．７８％；知道雷锋精神包括“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仅占１８．８０％；知道雷锋
精神包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比例较高，７７．６９％。这说明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内涵还缺
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和了解。

三是如何看待雷锋精神的调查。由统计可知（多项选择），“９０后”大学生认为雷锋精神“符合时代
发展要求，应大力推广”占５７．３９％，认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但难以推广”占２９．３２％，认为“不符合时
代发展要求，但应铭记”占６．８９％，认为“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应该摒弃”占３．７６％，认为“没看法，不
关心”２．１０％。这说明“９０后”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认可度较高，但同时也应该看清楚青年一代对的雷
锋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

２．２　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调查
一是参与学雷锋活动的频率。由统计可知，“９０后”大学生平时参与学雷锋活动的频率为：选“一

周一次”占８．７７％，选“一月一次”占２０．６８％，选“一年一次”占２５．０６％，选“偶尔一次”占４０．１０％ ，选
“不参加”占５．３９％。这一结果反映当前大学生对常态化参与学雷锋活动还有较大差距。

二是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表现。由统计可知，“９０后”大学生参加的学雷锋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多
项选择）：参加“志愿者活动”为最主要的活动，占６８．９２％；参加“募捐活动”次之，占６０．１５％；参加“尊
老爱幼活动”排第三，占４７．６２％；参加“义务劳动”居第四，占３１．３３％；参加“公益活动”居第五，占
２７５７％；选择“没参加过”仅占５．０１％。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志愿者服务活动是当前大学生参与最为广
泛的一项学雷锋活动。

２．３　影响大学生学雷锋常态化的因素
一是参与学雷锋活动的积极因素。由统计可知，影响“９０后”大学生参加学雷锋活动的积极因素中

（多项选择）：选择“为了帮助别人”最多，占７０．０５％；选择“体现个人价值”其次，占６０．１５％；选择“弘扬
雷锋精神”排第三，占４９．４９％；选择“为了获得学分”比例较高，占３０．０７％；选择“跟随同学一起”“无聊
打发时间”“给别人做榜样”等选项的比重不高，均在１０％左右。根据数据分析可知，大学生参与学雷锋
活动的动机总体比较纯朴，但也有部分大学生存在一定功利性。

二是不参与学雷锋活动的消极因素。由统计可知，“９０后”大学生参加学雷锋活动的消极原因中
（多项选择）：选择“形式主义，没有实际意义”最多，达到 ５１．３８％；选择“活动形式太少”其次，占
４１９８％；选择“内容枯燥乏味”居第三，占３０．７０％；选择“形式过于花哨”、“活动举办太多”、“活动缺乏
影响力，只有小部分人参与”等选项的比重均在２０％左右。根据数据分析可知，大学生不参与学雷锋活
动主要原因还在于缺少真正让大学生乐意参与的活动。

三是阻碍学雷锋常态化开展的因素。由统计可知，阻碍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原因主要有（多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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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选择“社会诚信缺失”最多，占６１．４０％；选择“社会风气不好”其次，占５８．８９％；选择“学校教育引
导不够”居第三，占３９．４７％；选择“自身意识不够”的比重也较高，占３１．３２％；另外，选择“身边榜样太
少”“家庭教育不够”选项的约占２０％；选择“舆论反应太少”“法律保护缺乏”“自身利益与雷锋精神冲
突”等选项的约占１０％。根据数据分析可知，阻碍大学生常态化学雷锋的主要因素还在于大的社会环
境，因此营造良好的学雷锋活动社会氛围至关重要。

３　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对策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一种伟大时代精神，它的存在超越了

历史和地域的界限，成为奉献给全社会全人类的财富［４］。结合本次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建设。

一是自我触动。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认同是常态化学雷锋的关键。学雷锋活动属于个

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想实现大学生常态化参与必须让学生从内心认同雷锋精神，对雷锋精神有感同身

受的触动，方能使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５］。一般来说，做好身边小事、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参

加社区服务、提高个人社会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都可以增强当代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

认同。

二是学校推动。调查显示，当前“９０后”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更难以深刻的认
知和理解就谈不上将雷锋精神转化为实际和有效的行动，因此，高校应建立多维教育机制［６］。其一是

利用多种学习形式开展对雷锋事迹的宣传和学习，通过观看雷锋同志影片、召开相关座谈会、开展演讲

辩论等多种形式，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多种途径让当代大学生了解雷锋的成长经历和感人事迹感受

雷锋的高尚品格；其二是要做好结合工作，学雷锋活动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志愿者服务、

“三下乡”社会实践等活动相结合，让学生走近雷锋、读懂雷锋、增强对雷锋精神的认同感，让雷锋精神

以现代载体呈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当中，从而提高大学生学习雷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三是要探索新形

势、新方式传承雷锋精神，特别是依托青年大学生乐于接受、愿意参与的载体，让大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中

接受、认可与内化。

三是多方联动。调查显示，社会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学雷锋活动的关键原因。因而大学生学雷锋常

态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

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此，个人、家庭、学校、社会要联动，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位一

体的教育体系，才能推动雷锋精神内化。教育是将雷锋精神内化的重要途径，个人修炼是根本，家庭教

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社会教育是依托，只有将四项教育有机结合，方能修成合力，使雷锋精神真

正入脑入心，推动雷锋精神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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