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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和强化

王诗权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对大学生而言，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极其关键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树立理

想信念；第二是形成价值理念；第三是选择人生道路。然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却开始逐渐弱化，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

两个原因：内部原因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外部原因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等。部分大

学生的心智相对来说还比较幼稚，无论是理论功底还是学术水平都有待提升，面对政治问题缺乏正确的辨别力。介

于此，要想使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得到进一步强化，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大力推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走向大众化；其次，要不断的提升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教育；最后，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

行良好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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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科学的方

法论，对其信仰进行有效的确立不仅能使大学生树立出

一个合理的理想信念；也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还能帮助他们确立出一条正确的人生路。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

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生

产力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的矛盾。所以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要想真正意

义上的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

程。共产主义理想，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

想；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理想。由此就为当

代大学生带来了以下启示：想要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

首先需要具备的就是伟大的志向，要从内心深处拥护共

产主义理想；其次要结合实践，将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

即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等矛盾有效的化解。可见，大学生

唯有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根深蒂固，才会坚定的

相信共产主义必胜，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从

一定角度上来看，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的树立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大学生树立以人为本思想的重

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指出：事实上，人才是真正的政

治动物，一方面具有合群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独立

于社会当中。因此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与自然，

这就要求人类一定要处于好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站在当

代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应该建设生态文明；其次还要

打造和谐社会。由此可见，大学生需要从根本上确立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认同其社会观以及自然观，唯有

如此才可以更好的践行生态文明以及社会和谐理念，在

未来有效的实践社会和生态双和谐。所以，马克思主义

信仰从一定角度上来看，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起以人为

本的思想。

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表现与原因
（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表现

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仍然有一部分

学生持怀疑态度。大部分学生都能够站在现实、理论等

角度全面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然而也不乏有

一部分学生持有相反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学生逐渐的弱

化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虽然，大部分学生都对

社会主义制度表示肯定，然而也不乏存在对其表示怀疑，

甚至出现动摇的学生。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对共产主义信

念也不够坚定，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相信并坚守共产

主义理想，然而也不乏存在对其持怀疑态度，产生动摇

的学生。

（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的原因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弱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的，在进行一系列的归纳总结后，将其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从外在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一，社会价值观念由

原先的单一变得多元，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如今，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愈加深入，其所提倡的高效原则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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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性，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染上了很强的功利原

则。此外，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密集，很多价值观念，

例如利己主义等也随之而来。大学生在此时正是摸索价

值观的阶段，基于该种情势很难让他们良好的形成马克

思主义价值观；第二，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时候存在很多欠发达的状况，因此导致了大量负面影响

的出现。如今，我国的就业、医疗以及社保等与民生相

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继续完善权力监督以及制衡机制。此外，社会中还存

在着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现象，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对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要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第三，高等院校在进行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在目前的

教育实践当中，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教学内容不够

新颖；方式过于单一，缺乏趣味性；该理论教学的师资

力量不够强大，难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从内在因素

的角度来看：第一，大学生正处于对世界的摸索阶段，

心智尚未成熟；第二，由于学习能力和时间有限，无论

是理论功底还是学术水平，他们都有待提升；第三，由

于经验不足，在面对政治问题时缺乏正确的辨别力。

三、强化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效途径
要想将以上所提到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有

效的剔除，进一步的使他们马克思主义信仰得到强化，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坚持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原则，大力推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大众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总结出，之所以大学生会对

马克思主义信仰慢慢的弱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指导

实践的有效性遭到了严重的怀疑。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

自身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还有待加强，其开放性品格并未受到良好

的领悟，导致理论和实践相互分离。对此，应该坚持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基于对基本原理的坚持下，继续大力

的进行发展，使其不断的走向中国化大众化，与时俱进。

这就要求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的把握；还要结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

的丰富。

（二）坚持教学相长原则，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能够总结出，之所以大学生会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慢慢的弱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精神实质缺乏正确的把握。基于

该种情况，要想让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的强化，

就一定要坚持教学相长原则，既要站在教的层面，也要

站在学的层面。就教来讲，主要是对两方面工作的进行

强化：首先要对课程设置体系做出系统的完善，要贯彻

落实基础理论教材建设的工作；其次要从根本上强化师

资团队。就学来讲，大学生主要应对几下几方面进行不

断的强化：首先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多加重视，

要对其科学性、开放性等特质做出深入的了解；其次要

对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多加重视，特别是学习有关历史发

展的价值论等，要不断的对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共产

主义的崇高性等进行深入的学习；最后是对学习唯物辩

证法多加重视，特别是要从根本上了解其所呈现的三大

规律，希望可以通过所学的知识站在全面的角度来分析

社会发展的过程性以及内因、外因等。

（三）坚持攻防结合原则，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究其根本，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所以会逐步弱

化主要还是内部原因，但是所有的因素都离不开外在因

素的不断诱发。所以，要想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从根本上强化，就一定要坚持攻防结合原则，将会对

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的众多外因彻底阻隔。对此需要以

下几点来大力配合：首先，要全面坚持攻的原则，要对

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所有学说进行严厉的揭示与

批判；其次，要坚持防的原则，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进行全面的推动，要良好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方面的作用。

四、总结
我们应该始终怀揣坚定的信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当中，通过采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行大力的

推动；对大学生马克思理论教育的进一步强化；对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坚守等，大学生一定会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越来越认同，该种信仰也必定会在大学生中得

到更深的强化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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