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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生视角浅析新时代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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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时代的变革、发展、调整，大学生的思想在各种信息的裹挟下愈发多样，出现了部分学生的思想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如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态度摇摆甚至出现严重偏差等问题，因此，以大学生视角研究新时代

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深刻理解了新时代政治素养的内涵，探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

引领大学生政治素养的驱动影响，结合问卷分析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提升大学生政

治素养的路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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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栋梁，对于人才强国与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重大意

义，其政治素养影响中国的未来。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

基础上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

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1]，对于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多样化价值观的规范有重要作用。

1 新时代政治素养的内涵

政治素养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准，也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探讨

新时代政治素养的内涵，对于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于青年成才的论述，如今对于习近

平青年成才观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为大学生

政治素养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时代政治素养的内涵主要涵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深入学习、政治品格的坚定锤炼、明确的政治使命、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强化党的政治建设。这些要素共同构

成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素养要求，

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培养，对树立学生正确三观起到促进作

用。提升大学生责任意识、集体荣誉感及个人使命感，为

大学生保持纯洁政治思维及较高政治站位夯实教育基础 [2]。

大学生应深刻理解并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

时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积极参与社会

实践；应坚定政治立场，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到知行合一，以身作则；应

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于国家

建设；应树立法治观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

公民素养，在法治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具备创

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勇于探索，为推动社会

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政治素养的驱动影响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对于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培育有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不仅是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基石，更是推动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实现个人

价值的重要动力。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生提供了明确的政

治方向。我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指出：“青

年的思想政治面貌总体健康向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3]。在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下，大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他们

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信念，

积极投向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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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和责任担当意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

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

情厚谊。通过践行这些价值观，大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自

己的责任和使命，积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大学生需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这不

仅有助于更好地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也为他们未来

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和

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学习和实践中来，形成了良好的校园氛围和社会风气。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对推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具

有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政治素养提升的驱动

是显著的。它不仅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明确的政治方向，激

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还能够促进他们综合素质

的提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使其成为大学生成

长成才的重要精神支柱。 

3 新时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及其

影响因素

为了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程度、接

受程度、实践情况以及他们对相关教育活动开展的看法和

建议。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其中涵盖了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的主观感受、了解途径、认为重要的

内容、确立原因、存在问题、践行情况、个人成长与社会

发展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课题组成员通过朋友圈、

班级群等向身边的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链接，收集了来自

不同年级、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的观点和看法。

在本次调查中，共计收到 700 份有效问卷。其中大二

年级的占比最高，占 50%，其次是大三占 28.57%，大一

占 14.28%，大四占 7.15%（见表 1）。可以看出，大二和

大三的学生参与调查的比例较高，而大四的学生参与度较

低。通过对比发现，调查的人群中，共青团员占比最高，

为 78.28%，中共预备党员占比为 4.57%，（见表 2）。以

此数据为前提我们统计得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他们的大学生活和学习有非常大的影响，占比

为 78.57%。少部分受访者认为影响较大（14.29%），极少

数受访者认为影响一般（7.14%）。在此调查中，没有受访

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他们的大学生活和学习影响

较小或非常小（见表 3）。

表 1 受访者年级的总体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大一 100 14.28%

大二 350 50%

大三 200 28.57%

大四 50 6996     7.15%

表 2 受访者的政治面貌总体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中共党员 20 2.86%

中共预备党员 32 4.57%

共青团员 548 78.28%

民主党派 0 0

群众 100 14.29%

表 3 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大学生活和学习的影响总

体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非常大 550 78.57%

较大 100 14.29%

一般 50 7.14%

较小 0 0

非常小 0 0

3.1 大学生对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知及其

途径分析

根据数据表格显示，受访者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途径主要为电视新闻、学校课程、社交媒体，它们的比

例分别为 35.71% 、24.29% 和 18.57%。相比之下，家长教

育的比例较低，仅为 7.14%。这表明电视新闻和学校课程

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家长教

育的影响相对较小。（见表 4）受访者认为其个人价值观的

确立这一多选题的结果主要为父母亲人（60.71%）、老师

（15.71%）、社会环境（10.72%）这三个方面，显示了家

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在塑造个人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见

表 5）。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各项内容，受访者认

为最重要的是“爱国”，其选择比例为 100%。相对较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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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认为重要的是“民主”和“友善”，它们的选择比例

为 64.29% 与 57.14%（见表 6）。

探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愿意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责任相结合之间的相

关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课题组使用了皮尔逊相关系数

来评估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见表 7）。

根据分析结果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愿意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责任相结

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00, p < 0.05）。参与者在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愿意将

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责任相结合。这表明，个体在

日常生活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可能会促

使其更愿意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将个人

的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责任相结合。这对于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传播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表 4 受访者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的总体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电视新闻 250 35.71%

学校课程 170 24.29%

社交媒体 130 18.57%

书籍杂志 100 14.29%

家长教育 50 7.14%

表 5 受访者认为其价值观的塑造取决方面的总体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父母亲人 425 60.71%

老师 110 15.71%

朋友同学 20 2.86%

社会环境 75 10.72%

榜样楷模 70 10%

表 6 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哪些内容最重要多选总体

情况

学生人数 所占比

富强 650 92.86%

民主 450 64.29%

文明 550 78.57%

和谐 500 71.43%

自由 500 71.43%

平等 550 78.57%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550
500
700
550
550
400

78.57%
71.43%
100%

78.57%
78.57%
57.14%

表 7 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愿意将个

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责任相结合之间的相关性总体情况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

观

愿意将个人发展与
国家需要、社会责

任相结合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1.00 0.00 1.00 0.00

愿意将个人发展与
国家需要、社会责

任相结合
1.14 0.36 0.00 1.00

3.2 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因素

在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原因这一

多选题中，选项主要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的

渗透和冲击，以及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

的影响两个方面，占比均为 92.86%。其次是学校价值观

教育效果不好和家庭教育的缺乏，比例分别为 64.29% 和

57.14%。而社会变革，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影响和当代

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对大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影响相对较小，比例分别为 57.14% 和 35.71%（见表 8）。

表 8 受访者认为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原因多选总体

情况

原因 学生人数 所占比

社会变革，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影响 400 57.14%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冲击 650 92.86%

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的作用
和影响 650 92.86%

学校价值观教育效果不好 450 64.29%

家庭教育的缺乏 400 57.14%

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 250 35.71%

3.3 面向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

径

在针对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践

行工作中，选项的比例显示出不同的倾向。其中建立高素

质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加强宣传力度、改进宣传教育方式、

这两个选项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46.86% 和 16%。而确保领

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比例相对较低，占到 4.43%。

因此，能看出在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践

行工作中，建立高素质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建立表彰和奖

励制度、加强宣传引导力度、改进宣传教育方式是受到更

多人的认可和支持的关键措施（见表 9）。学校和社会应加

强相关教育和引导，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发展研究 6 卷 4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28

表 9 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践行工作中总体情

况

原因 学生人数 所占比

建立高素质的宣传和教育队伍 328 46.86%

确保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31 4.43%

将此与考核和晋升相联系 72 10.29%

建立表彰和奖励制度，增加资金投入 100 14.28%

与青少年的教育相结合 57 8.14%

加强宣传引导力度，改进宣传教育方式 112 16%

4 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

的路径方法

4.1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风气、舆论导向、网络文化等

方面，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和践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可能会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

负面影响，而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反映，蕴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民族主

体共同的追求目标，是民族主体内心深处真挚的声音，在

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

受 [4]。通过社会文化环境的营造，大学生拓宽知识视野，

关注国内外的热点新闻，增加对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了解，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知识，增加对党

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了解。

4.2 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重

要途径，也是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可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提升道德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进一步坚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就业环境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和就业选

择产生直接影响。在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一些大学生

可能会追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因此，优化就业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在此思想下可以正视自身，得到较好的对未来发展

的职业规划，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3 推动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贯穿了每个人一生，是大教育的一部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任何一层面都不可或缺，优秀

的家庭教育能帮助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三观与行为习惯。然而有些家长过于功利，忽视立德树人

的教育基本理念，只顾督促孩子学习，没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家庭教育内容契合，对孩子正确三观的形成不利。

能成功影响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教育离

不开合适的方法。若家长以身作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会对孩子有言传身教的作用。同时家长也应该营造民

主、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有助于培育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

推动其自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4.4 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推动深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对于大学生在政治上的方向、行为、信仰等起引

领作用，课堂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影

响。大学生应重视网络带来的福利，积极利用网络的力量，

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大学生要利用思政微课能将知识点化

大为小，令学生更好吸收知识的特性，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宣讲实践中高效学习，实现提升。思政课需要用透彻有

力的语言来说服大学生，需要宣扬马克思主义，创新政治

传播的方式，增强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推动学生

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教育方式与方法对大学生影响重大，传统的教育方式

常为“满堂灌”，教师只顾讲解，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与学

生的反馈，学校应采用多种方式教学，让学生多进行实践

与应用，让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不停留在理

论，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

学校还应多组织有关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思

想与行为中。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课堂，积极与

老师互动，让老师增加对当代大学生的心性与能力的了解，

同时也能进行自我提升，了解前沿的政治形态相关知识，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要求有更深刻的理解。

5. 结论与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大学

生的政治素养情况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大

大学生政治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复杂且需长期投入的过程，

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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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大学生自我的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参与各种课堂与活动，在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成效，提升大学

生的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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