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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客观态势及其路径选择
黄如松

（南京警察学院思政部 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的内在诉求。针对西方敌对势力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强党对高

校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引领作用，

有效构建新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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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1]
这一重要论断对我国高校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高校是传播科学

文化知识、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坚持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对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阵地。加

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仅是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

想信念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也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内在诉求。正确认清当前国内外

客观态势，认真审视当前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所面

临的风险和挑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升马克思主义对当

代大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对于筑牢国家意识形

态安全防线、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四个自信”具有十分

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一）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抵制西方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渗透的迫切需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以各种手

段、途径和方法“西化”、“分化”中国的卑劣行径，长期蓄

意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妄谋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其最为常见、最为隐蔽、最难应对的伎俩，就是

对中国公民特别是高校学生进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

文化价值观念的隐秘渗透，妄图通过影响和改变肩负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命的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达到和平演变

中国的目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

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是

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

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

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2]
可见，意识

形态安全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把高校视为

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在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切实加强当代大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科学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当代大学生自我辨别、抵

制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腐朽观念入侵的能力。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占据有利位

置，最终彻底粉碎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和平演变”中国的

阴谋。

（二）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

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

结在一起。”
[3]
只有全民上下一条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才能

确保如期实现。大学生作为肩负这一伟大使命的重要群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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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否正确甄别、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各种不良文化观念和

错误思潮，能否把学校学到的先进思想文观念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能否引领全社会形成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和崇

高的理想信念，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以及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因此，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

教育工作，是一项关乎民族命运的战略性工程，必须牢牢把

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强化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

信仰教育。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

尽管当前世界逆经济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动，去中国化之

声不绝于耳，贸易战、科技战事件层出不穷，但经济全球化

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发

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活动，政治、文化、科技、

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席卷到这一全球性的浪潮

中。经济全球化虽为我国吸收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对外交

流等方面提供了契机，但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方各种非主流

文化、颓废价值观，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费尽心机

地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我

国人民的文化价值观中，对当前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构成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长期处于领先

地位，一直垄断着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四大搜索引擎，

凭借其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舆论控制能力，一些发达

国家不遗余力地利用多种信息传播交流平台，大力输出意识

形态，极力兜售美化资产阶级所谓的宪政民主、人权平等、

言论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肆意抹黑丑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丧心病狂的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各项伟大建设事业。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正确“三观”

的形成期，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从而导致一些大学生出现

思想价值观念和认知上的迷茫，发生理想信念的动摇，甚至

出现一些诋毁马克思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一党执

政、否定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政策等错误思想言论。对此，我

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挑

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刻性的社会改革，

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得到了有效根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治理能力显著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片欣

欣向荣。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

的工程。反腐败斗争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人民对中国共产

党的拥护之心日益剧增，但全面有效遏制腐败、彻底根治腐

败的态势还未完全形成，一部分党员干部在十八大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的现象频有发生；我国扶贫攻坚战略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等任务依然任重道远，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给敌对文

化意识观念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存留下滋生的土壤。这在

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操

守，引发一些不良现象在高校校园呈现，如：重国外文化崇

拜、轻国内文化认同，重物质追求、轻理想坚守，重专业技

能、轻人文修养，重个人利益、轻集体担当，等等。这些现

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

作用，如何积极应对这一现状，是我们必须直面并加以解决

的迫切任务。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党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

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

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

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坚强阵地。”
[4]
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坚持和

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

记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健全校党委、二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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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支部三级责任体系，不断推进高校体制和机制的改

革，统筹和完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体系，确保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落到实处。高校各级党组织、各个职能部门、各个教

学院要有担当意识，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牢

牢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提升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重大问题的研判能力，不

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形式和方法，保证高校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育工作行稳致远。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

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

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

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

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5]
因此，高校要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方向，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育

人的主渠道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的始终，融入到教学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指导，帮助学生牢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其自觉分辨、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文化观念渗透的能力，

从而有效防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形渗透和不良影响。对

此，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体现出科学性、民族性和

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的要求，直面当

今社会生活中一些前沿问题、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讲

解，及时掌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倾听大学生的心声和实

际需求，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增强大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构筑起意识形态教育的坚固阵地，才能在与西方意识形

态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发挥新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

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

时代感和吸引力。”
[6]
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好现代新

媒体技术，抢占关键的舆论宣传阵地，注重各类信息传播平

台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及时揭露西方错误思想观念的本质

和假象，彻底阻断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路径，从而

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营造

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良好文化氛围和正确

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新媒体掌握舆情动态，

及时发现广大师生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构建畅通

的沟通渠道，给予师生充分表达和发声的机会。要紧贴当代大

学生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新局面，确保

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有效传播。

总之，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一个既现实又紧迫的

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当代大学生

具有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以期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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