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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界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下，单项规则功能发挥所依

赖的正式与非正式惩罚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止是有限的。所以，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制度化除了强调由内在规则向相关法律、条例

等制度内容升发之外，还应凸出这些法律、条例等外在制度规则

之间的体系建构。

三、结语

从现在的制度建设方面来看，不论是哪种外在的法规或是条

例，其形成都是有前后联系的，并非孤立存在，其形成的主要内

容也是会受到某方面制度的巨大影响，或是被其他因素制约。另

外，还需要对内在的一种规则进行给予适当的关照。所以，现代

学徒制从外表的制度设计当中还是应该明确规则，对于怎样可以

更好地采纳进行明确。因此，现代学徒制外在的制度体系当中还

应该可以让外在规则系统得以协调，形成程序性的规则。要不然，

无论是立法者或是相关的行政机构等，对其行为进行规范的时候

都是没有办法衡量的。经过上述的一番讨论，笔者认为国内的现

代学徒制外在制度体系还是由政府来制定相关的条例，最终形成

条文，构成现行的程序性或原则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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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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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存在

的信仰淡漠、理论淡化、信仰多元化和信仰缺失的问题，从教育

体制、学校环境、社会层面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发挥思想政

治理论课主渠道、建立“党政教一体化”联络机制、组建马克思

主义研究团体等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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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状况将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产生

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

致精神上缺钙。”然而，目前一部分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存在着马

克思主义信仰淡漠、理论淡化的倾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热

情和动力。如何在高职大学生中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每一

个高职院校、每一个思政课教师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

个问题，才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质保量地输送具有坚定信

仰的可靠的接班人。

一、高职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

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番论断阐明了共产党人不懈的精神追求，

揭示了新形势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在高职院

校的青年大学生中，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上的诸多问题。

（一）相当一部分高职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理论

淡化

大部分高职大学生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不能否认有

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在意、不感兴

趣，理论上淡化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更淡漠的倾向。

（二）高职大学生的信仰多元化，宗教势力侵入校园

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社会生活呈现出经

济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各种思潮激荡交锋碰撞，包

括各种宗教势力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展开了进攻，把手伸进了大学

校园，招揽学生信徒。

（三）高职大学生信仰缺失现象普遍

在校高职生的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但不少学生重视物质利

益，只专注于在提升专业技能上下功夫，忽略精神上的追求，导

致信仰缺失。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奋

斗目标和前进方向。高职大学生信仰上的现状必须引起关注。

二、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淡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信仰的淡化？要多角度、从深层次上去寻

找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一）从教育体制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中学教育

和大学教育缺乏系统连续性

上大学之前的思政课堂上以应试教育为主，教师对基本知识

点是采用灌输的策略，并未采用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教授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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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法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在学生的

潜意识里，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上大学的“敲门砖”，现

实意义不大。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层次之间知识的联系也不系统，

缺乏连续性，这就导致学生只是为应付考试而学，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点内在的联系停留在浅层次，尽管从小学起到初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都在接受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但相当一部分高职大学

生由于功利心较强，认为专业课才是根本，在学习态度上不重视

政治课，对课堂上讲述的思政理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当然无

法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和信仰，也就无从谈起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了。

（二）从学校环境看，高职院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够

重视

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但高职院校由于自身的特点，重点培养的是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

者，专注于职业技能的教育，对公共理论课难免忽视，特别是思

想政治课。尽管近年来中央加大对思政课的重视力度，不断出台

政策、会议精神，不断强调要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在思想上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实际工作中，各高职院

校确实加大了思政课的重视力度，全国上下激荡着改革的热潮，

不过由于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惯性，一时难以扭转思政课的现状。

（三）从社会层面看，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复杂多变，给高职

大学生带来思想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潮流必然影响到中国的社会。

随着改革向深水区进发，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社会处在复杂多

变的转型期，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多元反应，西方资本主

义势力、宗教势力趁机在其中混淆是非，生活在其中的青年学生必

然受到影响。由于思想上的不成熟，辨别力不强，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当各种正面的反面的声音响起，无法识别其中的正误，当这些错误

思潮有意识地侵入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阵地时，他们往往丧失抵抗力，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就让位于对宗教和西方思潮的迷信了。

三、高职院校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途径

面对高职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的严峻局面，应上下

齐抓共管，寻找切实可行的对策，改变当下的现状。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作用，旗帜鲜明树信仰

高职院校应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通过思政课教师与

学生在课堂内外的接触，在教学中旗帜鲜明地、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研究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自身要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纷繁复杂的当今世界，自觉同新自由主

义思潮划清界限，清晰回答学生的疑问，澄清学生的模糊认识，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分析事物，在学生心目中树立

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从而引发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渴望，进而

上升到坚定的信仰。

（二）建立“党政教一体化”联络机制，齐抓共管促成效

在加强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上，不能认为仅仅是思

政课教师的事情，学校应形成合力，全方位齐抓共管。专业教师

和学生接触的时间要长于思政课教师，更要注意不能随心所欲地

在学生面前讨论社会的阴暗面，要有意识地辩证分析，用富有哲

理的思维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社会现象。党政部门不能各行其是，

要以思政课教师为实施主体，打通学校的党建部门、学生管理部

门和教学部门的交流障碍，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把活动的情况和

成效在党政教三个部门间进行迅速有效地反馈，从而制定出有针

对性的行动规划。

（三）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营造教育强氛围

在课外，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性质的学生团体，使学

生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应该把学生的课余

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就犹如一个阵地，正确的思想理念不去占领，

错误的思想理念就会趁虚而入，课余时间如何度过决定了一个学

生未来的发展高度，针对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的缺失，学

校积极组建一批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协会等，吸

引青年学生放下游戏，不再专注于网络世界，而是投身富有意义

的课外学习中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进而产生认同感，

激发出探索真理奥秘的兴趣，从而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同时制定

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对于积极向党组组织靠拢的同学，把加入过

马克思义研究性质社团的经历作为入党的条件之一，保证他们在

思想上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在思想上深耕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这样必然会引导优秀的学生加入这类社团组织。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从中可以看

出习总书记对当代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上的殷切期望，

高校的思政工作者应牢记使命，不遗余力推进高职院校的信仰教

育，把坚定高职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为民族复兴大业培养出拥有信仰坚定、素质优良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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