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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95 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特点谈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创新 
◆李晓岩 

（安阳师范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培养具有正确政治价值观的大学生，是高校培育道德高尚、政治
信仰坚定的高素质人才的基础。高校大学生能否建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是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和国家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当今的大学校
园，“95 后”大学生成为主导力量，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
国梦的源泉和希望。掌握“95 后”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特点及行为动态，
因材施教的采用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方式非常有必要。 
关键词：“95 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政治价值观是指大学生对待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生活的态度和行为取向。高校大学生能否建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是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和国家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重视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的培养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前提。 

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的“95 后”大学生需要高校工作者们
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积极探索符合新时代大学生需求的思
想政治教育新路径和方法。因此，掌握“95 后”大学生的政治
价值观特点及行为动态，因材施教的采用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方
式非常有必要。 

一、“95 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特点和问题 
（一）政治价值观取向主流积极、健康，但存在多变性、功

利化倾向 
“95 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整体呈现积极健康的形态，符

合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大学生获取政治信息的途径广泛多样，视
野开阔，分析问题的角度越来越理性化，政治关注面不断扩展，
对各类政治事件和问题，尤其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比较关
注。在对大学生入党动机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大学生的入党动
机是认为加入共产党对自己将来从政、找工作等有利。这些现象
表明，95 后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利己主义、功利主
义。同时，95 后大学生刚刚从高中单纯的学习环境中走出来，
其政治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主要表现在容易受外界影响,
缺乏一定的政治经验和辨识能力的大学生非常容易受到环境的
影响。 

（二）有一定的政治认知水平，但仍存在概念模糊和错误认识 
个人的政治认知水平对政治价值观的建立、政治敏锐性和感

受性以及国家政策的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95 后”大
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知识基础，有较强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
知水平。但是由于受互联网负面信息的影响，以及西方价值观的
冲击，缺乏政治经验的“95 后”大学生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
不知所措，容易被不良信息迷惑，部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认识肤浅、模糊甚至错误，造成部分 95 后大学生政治信仰
缺乏，需要及时加以纠正引导。 

（三）政治评价整体表现出理性，但仍存在不科学和盲目性 
政治评价标准是政治行为主体以政治价值取向为依据，对政

治现象、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进行评价，进而建立价值观念和行
为模式的衡量标准和评判规则。“95 后”大学生的政治评价整体
表现理性化，但是由于受到不正确网络政治信息的负面影响，加
之 “95 后”大学生涉世未深，政治价值观不够坚定，还在塑造
阶段，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以及政治觉悟性不够高，部分大学生
不能坚持科学、合理、全面、发展的眼光对政治事件进行评价，
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盲目跟风和感情用事。 

二、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创新对策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 
1、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质量和水平 
培养知识丰富、素质能力高的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提

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首先是培养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素养。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素养要体现
在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其次要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个人品德。积极倡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立德树人的自豪感和责
任感。再者要强化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要

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将自身掌握的知识信息通过更
为先进、活泼、生动、有趣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要改变旧的教学理念，由单纯的满堂灌向师生互动转变，提
高课程内容的吸引性。 

2、着力打造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 
辅导员是高校中与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教师群体，承担着培

养积极健康、思想先进、品德高尚的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打造
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建立一套
严格科学的辅导员选聘配用机制，要遵循专业化、年轻化、知识
化的标准挑选合适的人才，选聘政治素质高、职业道德强、理论
水平高、工作有激情的人才任高校学生辅导员职位。其次，做好
辅导员队伍的培养、教育工作。加强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开展各类辅导员技能大赛、辅导员经验交流会等，为辅导员提供
能力提升平台。 

（二）优化高校校园文化环境 
1、重视校园文化设施建设 
校园文化设施建设是提高校园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要努力

完善好图书馆、教学场所，为不断满足大学生学习成长成才的需
要，尽最大可能优化大学生的学习环境。规划、建设好大学生科
技创新、文艺展示、体育活动等场所，提供完备的校园文化活动
设施，创造各种条件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充足、完善的场
地和条件。要加强对校报、校刊、校园广播、宣传栏等的建设和
规范，提高宣传舆论阵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
要重视校园景观建设。优雅的校园坏境，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激
发学习的热情。  

2、利用新媒体提高校园文化影响力 
要提高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就要充分利用好各类新

媒体，拓宽传播载体。建设集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和服务型
为一体的新型校园文化传播媒体，及时、科学、合理的运用新媒
体工具传播具有正能量、高信息量的文化知识。积极开展各类丰
富多彩、积极向上、趣味横生的网络文化活动。高校要切实发挥
网络传播的优越性，不能流于形式，要紧跟时代潮流，结合 95
后大学生的特点传播具有正能量，大家又喜闻乐见的信息内容。
通过官网、微博、微信等大学生接触最为广泛的媒介，帮助大学
生培养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大学生。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除了教育大学生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还必须积极动员大家

参加实践锻炼，才能够做到学以致用。通过各类党团活动、志愿
服务活动、公益活动等，将去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奉献社会。
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坚持校内实践活动和校外社会实践相结
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校自身的条件，积极开展各类党团活动、
教学实践活动、专业实习、军政训练等；另一方面要结合社会上
的各类平台和机遇，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公益活
动等。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机制健全、广泛参与的实践模
型。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长知识、提才干、做贡献，立志把大学
生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和实现中国梦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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