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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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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精神主要来源于劳动，从劳动开创幸福，幸福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幸福感，况且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幸福

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大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大学生

由于受到信息化时代的影响，对于文化多元化以及思想信念的理解有待改善，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对于新时代大学

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影响深远。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

建设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是现阶段社会的首要目
标，对于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
从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建设的困境以及挑战出发，分
析大学生缺少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原因，并给予新时代大学
生一些处理办法。所谓精神家园他除了是具有一定美感的词以
外，还可以尽可能地安抚人们不安的心灵。其主要包含精神生
活、精神支柱、精神动力以及精神信仰等四个部分。其中精神
信仰属于核心内容。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继承者，他们的信仰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未来，因此如何建立
起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不管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大
学生本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大学生精神贫困的基本含义与特点

从贫困的原始意义上来看，一提及贫困就必然会让人们想
到物质短缺、生活困苦。主要体现在生活当中就是经济水平低、
花费拮据、家境贫寒困苦等。所谓贫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便是
富裕，他是相对贫乏的一种现实状况，不仅可以表示在生活上，
还可以表现在精神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现在的当代大学生
就是如此。大多数的相关研究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
明确的界定，但是人们都知道精神贫困一定与贫困是分不开的，
彼此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大学生精神贫困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社会上种种因素的限制所导致的，他制约了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品质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不管是文化知识水平还
是价值观念都落后于社会。最终导致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以及
精神生活状态都受到影响，精神家园它能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追
求以及对信念的坚守。因此，注重大学生的个人精神家园建设
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精神贫困的具体特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即消极性、被动
性以及短期与长期并存等。精神家园缺乏的人，在生活中一旦
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问题时，就会不自觉地出现消极
心理，觉得自己不行，但是实际上倘若不想那么多很容易就能
完成，就会导致原本轻易就能完成的事情变得很难持续推进，
渐渐地会对生活以及周围的新鲜事物全都失去兴趣，变得焦虑
甚至抑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精神家园的匮乏，不能够在面对
困难时以轻松自在的心态去面对，使人们变成听话的傀儡。尽
管有些人的这种情况是短期的， 但是也有很多长期处于这种状
态的人。因此，为构建更加积极美丽的社会环境，让人们放松
心态，我们需要在人们还未进入社会之前就让其建立起保护自
身心灵健康的精神家园。

2、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建设面临的挑战

现阶段我国的大好青年需要建立与新时代发展方向一致的
发展理念，勇敢的承担起本就属于青年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对于当代大学生都抱有期待和希望，希望
大学生能够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期盼在青年人的

带领下祖国的明天会更好。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实际
表现 与预期中的相差甚远。

2.1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比重很低
相关调查显示 20.2% 的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5.6%

的大学生信仰宗教，27.5% 的人有信仰但是说不清楚，自身对
于信仰的具体类别不了解，37.8%的大学生没有信仰，还有8.9%
的大学生并不清楚。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有明确的信
仰，只有一小部分人没有信仰，况且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看
出，有信仰的大部分大学生当中，信仰马克思的人数处于弱势
地位。

2.2  学生信仰种类繁多
处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大多追求信仰自由和独具一格的特

征。因此，使得同一时期的学生能够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种类，
除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外，存在很多其他形式的信仰， 比如上帝、
金钱以及封建迷信等等。更有甚者其信仰是相互对立的，这给
原本平静的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潜在的隐患。从整体上来讲，
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
主义中也分多个派别，比如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在大
学生当中广为流传。学生的信仰国家不予干涉，多元化的发展
也未必都是坏事，但是是否能够保障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不因
为其他信仰而剑走偏锋，多元化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
出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现象，从而对价值判断产生错误认
识，渐渐使学生放弃精神家园的建设，放弃自身的理想信念。

2.3  大学生信仰渐渐变得庸俗
现今，大学生都是 00 后，由于 00 后出生于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的时代，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因而，她们也因为
身处这样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物质诱惑，使大学生的信
仰变得世俗化，仅仅关注对物质、金钱等事物的追求，忽视自
身素质的提高和身心健康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拜金
主义。导致大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政府政策，使大学生渐渐
养成办事浮躁、没有分寸的迷茫状态，做任何事情都要请教和
指导，否则缺乏安全感。由于现阶段这种浮躁、急功近利、情
感疏离的状态盛行，造成学生缺少安全感、幸福感，对当今社
会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使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渐渐溃散。

3、大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原因

3.1  全球化的影响
由于现今世界全球化、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大学生接触和

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和信仰，对于信仰的正确与否有自己的
判断。况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自由、民主，影响着全球
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较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定劣势，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
术等，都处在西方国家的后面，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
义理念受到巨大的冲击，文化多元化又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
的建设产生一定影响，使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建设杂乱无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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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抵挡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精神家
园的建设。

社会转型的冲击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的各种矛盾层出不

穷。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开始注重人民日益增
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社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
的矛盾。由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声音，好坏掺杂，
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因此受到冲击，价值观念开始受到社会
转型的影响渐渐动摇，拜金主义和趋利避害的思想盛行，导致
绝大多数大学生产生困扰，不知道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消极
心理不断充盈着大学生的内心，他们是充满迷茫且懵懂无知的，
一旦社会上出现风气败坏的现象，最先影响的就是大学生的思
想和行为。社会上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公平的待遇成为了
学生思想混乱的催化剂，影响着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感以及自身
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立。

3.2  互联网的挑战
由于现在处于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在不断普及。大学生

是互联网技术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因此，互联网技术能够直接
对大学生产生双向影响，其一在于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获
取信息的空间，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和见识。其二在于互联网
技术对于大学生而言充满未知的挑战，大学生能否经得住诱惑、
扛得住考验，在不良信息鼎盛的互联网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上存活下来，不被世俗打到，这是国家不断
要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重要原因之一。

4、构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分析

4.1  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由于学校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建立的主要场所，

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学习环境，重视思政课的教育是关键。一方
面能够有效解决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问题，提高学生主动
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积极性，学校需要对思政老师提出

高标准、高要求，引导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提高思政课
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教育本质在于立德树人，
只有教授思政课的老师本身重视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
才能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生产生影响。

4.2  净化社会大环境
人影响社会，社会影响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对学生的未来发展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反之，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的“摧
残”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全社会各阶级需要为祖国的下一
代共同努力。不断加强党风建设，确保领导干部作风优良；不
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加
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和监督，坚决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使社
会的文化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尤其关注新媒体行业对于大学生
的影响，促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立。

4.3  发挥学生自身作用
大学生本身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主体，只有大学

生本身重视自身综合素质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使马克思
主义精神家园更好更快地建立，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不是
说说而已。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对网络信息有最基本的分辨能力，
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对自身的影响，积极
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去。如果大学生自己不努
力，即便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建设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也只
能变为一纸空谈，没有实际的价值。

5、结语

综上所述，国家要想使大学生充分建设马克思主义精神家
园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学生、家长的鼎力支持
才能得以实现，才能有实力、有底气的对抗互联网的不良信息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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