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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分析
金  静

（延边大学  吉林延吉  133000）

民族高校大学生信仰问题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构

成要素信仰主体、信仰过程、信仰客体三个方面，分析当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状，为更好地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

思主义信仰提供视角参考。

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们对这种理
论的高度认可、信服、向往和追求，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生
活指南，指导自身的行为和事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马
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具有真理性，也是我党的行动指南和
精神追求。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
也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高校肩负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支
撑的重要使命，始终肩负起优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光荣使命。
大学生作为高校教育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
人，民族高校的大学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肩负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使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民族
高校的思想文化建设、和谐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是大学生正处于缺乏社会经验，价值观还未成熟的时期，容易
受到外界影响。这也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带来了困难。

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前社会背景下，民族
地区高校的信仰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如何教育和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工作是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艰巨
任务。

本文以某民族高校的基本情况为例，实地调查为依据，
通过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构成要素信仰客体、信
仰过程、信仰主体三个方面，分析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的现状。

1、信仰客体存在的问题

信仰客体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目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主要还是在高校思想政治课堂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教师
是大学生树立正确信仰的引导者，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
信仰也是教师的指责所在，因此信仰客体主要分析民族高校大
学信仰教育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1.1  部分教育工作者存在忽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现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民族高校的教

育水平、教育理论、师资队伍都有了质的改变，当代大学生大
部分的信仰是科学的、健康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大学生中
也有一部分存在一定的信仰危机，例如“理想缺失”、“价值
错位”、“封建迷信”等，功利性和实用性成为他们的主要价
值观。高校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的重要阵地，
教师是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决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
成败。但是当前的高校教育侧重在专业知识培养，忽视马克思
主义信仰教育。教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教育过于浅显，
对大学生的理论教育出现脱离实际，强行灌输的问题，使大学
生从课堂上只是简单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知道其概念，
但是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且教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实践教育重视不够，实践教育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
这使大学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以马克思主义信仰来指导现实生
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不重视会使大学生无法领悟

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能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2  部分教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方式缺乏创新
只有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内容，才能真正增加课程的吸引力，提高教学效果。信仰教育
是否能深入人心，关键在于教育者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
答大学生内心的困惑，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大学生
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大多数教师以理论宣讲为主要教育方
式，看似讲了不少理论，但是对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效果不如人意。因为这种理论宣讲不符合当前新时代大学生特
点，理论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导致大学生难以接受马克思主
义理论，消减了教育效果。实践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的一部分，民族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有时也会穿插一些
实践活动，例如观看爱国教育电影、参观历史革命教育基地、
名师讲座等，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单向的理论灌输，存在硬性让
大学生参加、强迫他们接受灌输的问题。生活在网络时代，习
惯于快文化的大学生难以接受单向理论灌输的教育方式。面对
处在潮流顶端的大学生群体，信仰教育能否采取新的方式，实
行师生一起互动交流、探讨的全新方式决定实践教育的质量。
从传统的单向灌输转变称大学生参与课堂，发表自己的观点的
双向教学，使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信仰教育中的主体。教师要在
思想政治课这样的理论性和思想意识引导性较强的课堂上采用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使大学生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2、信仰过程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未成熟的阶段，因
此很容易受到各类环境的影响，信仰过程主要分析民族高校大
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环境，大体上分成社会环境、家庭
环境来进行阐述，以此来深度分析影响大学生信仰过程中外界
环境出现的问题。

2.1  多元化社会影响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浪潮也席卷了诸多

国家，也将世界各地的文化与信仰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其他民
族，使得不同文化和信仰产生碰撞及融合，再加上当前的网络
思潮给大学生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当前计算机和移动通
信技术发达，一个全新的“微”时代悄然而至，微时代就是人
们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通过短小精悍的文字、
语音、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进行实时、高校、互动的信
息阅读、加工、发布和交流等社会活动的信息时代。大学生习
惯于利用微信、微博、微视频等资讯丰富、高效便捷、互动频
繁的“微”软件，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社会上也有一些信息传播只追求娱乐性，缺乏
主流信息的传播，价值引领上没有对教育有益的内容，导致大
学生习惯于“碎片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发布不考虑政治性、
学术性、系统性等因素。西方文化的传入也给大学生树立马克
思主义信仰带来了一些影响，这种传播使大学生收到了外来文
化的侵袭，片面化或表面化理解和接受某种文化。这样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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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导致大学生信仰迷茫的问题，因此大学生需要树立马克思
主义信仰来指导他们，使他们在多元化思潮、复杂的环境下不
迷失方向。

2.2  家庭环境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熏陶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民族

高校大学生信仰教育离不开家庭的影响。信仰具有长期性和稳
定性特点，在经历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甚至社会性质改变等社会
发生巨大变革时，信仰还是能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指导他们
的实践。就这样，信仰在某地区或民族的社会文化中维持了漫
长时间后，便会代代相传，在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家庭是孩子
的摇篮，家庭环境对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影响较大，就如狼孩的
故事所描述的孩子在年幼时具有极强的模仿力和可塑性，在孩
子们无意识中留下的印象，都会在漫长的一生中总发挥重大的
影响。民族高校的大学生信仰的很大一部分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但是有些家庭环境存在忽视信仰教育的现象，父母只关心孩子
的成绩，没有意识到信仰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家长本身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较弱。另一方面，
家长对孩子的内心关注较小，没有意识到信仰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家长没有很好的起到表率作用，家庭环境缺乏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熏陶，这对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3、信仰主体存在的问题

3.1  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入
民族高校大多数大学生通过学习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逐

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来指导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实
践，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入，有一些民族高校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只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课本内容缺乏现实性指导意见，
导致出现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现象。还有大学生认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难度过高，难以掌握，所以从一开始就减弱了他们学
习积极性。部分大学生对于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辨别能力较
弱，对蜂拥而至的文化思潮缺乏抵御能力，易受不良思想的侵
蚀。这也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课程没有正确的认识，更没有
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没有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

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定着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主动性，决定他们是否能主动参与信仰教育，也决定着马克思
主义教育的成败。

3.2  部分大学生被动参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自觉意识对一个人的发展进步

尤为重要。大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历程能使大学生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部分大
学生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持，有的学生只是应付学校
课程，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程对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有帮助，有人学生认为对思想政治课没有感觉，
枯燥无趣。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受民族文化概念影响，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民族价值观念，使民族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民族高校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树立马克思主
义信仰尤其重要，但是当前从理论和实践上部分大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教育缺乏主动性。

4、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强
调：“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
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民族高校大学生树立马
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民族地区大学生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使命。作为
民族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正视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育的三个要素中出现的教师队伍、外界环境和大学生
本身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
信仰，使大学生的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大学生热
爱祖国，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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