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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负面影响

1.1误导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具有时代

性。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划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

个层面的内容，这三个层面的价值内容是融为一体的，我们不

能孤立地去看待这三个层面的内容。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中国的价值观，它既与我国历史文化相契合，也与我国当下正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相结合，同我国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因而烙上了鲜明的中国印记，同时也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

成果。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个非常

艰巨而繁琐的工程，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根基。只有科学的理

论才能够指引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虚无主义误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就是

以否定社会主义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的理论基础出发点

的。首先，虚无主义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发源于

西方是以资本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虚无主义为了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试图通过

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妄图将中国资本主义化。具体来说，

虚无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消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

性，用唯心主义等错误的方法分析和解读社会主义理论，消解

大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和共产主义信仰。虚无主义通过言论、

书籍等形式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诋毁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

化，消解了部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必须

坚定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在此

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价值目标、

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

其次，虚无主义否认中国历史史实，贬低中国文化，倡导用

唯心史观分析和解读文化和历史。一方面，虚无主义利用高校学

生思辨能力较弱、价值观尚不成熟的缺点，不仅编排各种历史史

实、戏说历史人物，还宣称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是中国共

产党编造出来的，并通过各种形式向大学生传播被改编过的历史

史实，影响大学生的理论认知和情感认知，从而使大学生做出违

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另一方面，虚无主义贬低中国文

化，消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当下，世界正在走向以

核心价值观博弈为支点的时代，这种博弈最大特点是内含政治，

外显文化。能不能在博弈过程中成为胜者，关键看文化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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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看是否有一种先进的核心价值观注入其中。正因如此，虚无

主义向大学生群体不断渗透西方价值，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虚无主义严重侵蚀了部分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促使部分大学生崇

洋媚外，将中国文化边缘化。文化与价值观密不可分，虚无主义

对中国文化的否定，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看法。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虚无主义消解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否认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消解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方面，虚无主义提倡消极的人

生基调，把人生价值和意义“虚无化”，否定共产主义信仰，传播

奉献、牺牲等精神都已过时，鼓励大学生及时享乐。也因此使得

一部分大学生在价值认知和价值行为上缺少担当精神，缺少为人

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从而迷失人生方向。另一方面，否认人的社

会性，割裂个人与社会集体的联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其

现实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与周围的

事物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独有的特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

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不可分。也就是说，个人的发展和价值的

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和集体。因此，虚无主义向大学生宣传西方极

端利己、个人中心等价值观，并宣称中国集体主义思想损害了个

人追求利益的权利，侵犯了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等观点是不科学的、

唯心的。

1.2冲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虚无主义正是利用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认

同，从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四个方面干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通过对虚无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过程，厘清了虚无主义从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

方面冲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首先，冲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认知认同。大

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在理论认知上认同社会主

义。即大学生首先应树立正确的价值立场，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也就是说大学生应坚定四个自信。

其次，冲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情感认同。情

感认同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保护屏障，这就要求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然而，虚无主义冲击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认同的又一目标也是其价值取向。虚无主义抓住大学生求新

心理特征，改编、捏造一些“野史”、“事实真相”，诋毁英雄人物、

“正化”反派人物、割裂历史事实等，以这种方式来换取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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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歪曲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在面对大是大

非时难以抉择甚至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也说明了只有掌握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学生才能正确的处理和分析所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再次，冲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行为认同。

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就是将核心价值观外化

于行，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提出的目标和准

则，就是为了帮助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虚无主义

为了阻止大学生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虚无集

体主义和虚无为人民服务两个角度入手，夸大大学生的个体价值，

虚无人生的崇高价值和意义，从而干扰大学生的价值行为。

2  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造成负面影

响的原因分析

唯物辩证法指出，人的认识是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大学

生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的过

程，大学生了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并非直接转化为

自身的价值观，而是将感性认识经过情感共鸣和思想转化，进

而上升为理性认识，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1虚无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认同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观原因

虚无主义是一种渗透力极强的思潮，它对于大学生有相当大

的迷惑性与隐蔽性，它利用大学生思辨能力较弱、价值观尚不

成熟的缺点，投其所好通过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其思想观

念，迷惑了不少大学生。

首先，大学生对虚无主义的本质认知不足。虚无主义冲击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其主观原因就在于大学生对虚

无主义的认知不足，使得部分大学生被虚无主义“学术研究”

的面纱所迷惑。虚无主义避其资本主义弊端和剥削的本质不谈，

而肆意诋毁社会主义，以静止的、片面的分析中国现代化转型

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避而不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

通过对社会主义的抨击和打压，迷惑大学生，影响他们树立正

确的价值信念。

其次，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容易被虚无主义所利用。大学生

正处在记忆能力、学习能力的最佳时期，他们对未知充满好奇

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这就使得虚无主义有机可乘。虚无主义

利用大学生猎奇的心理，并为他们挖掘“历史真相”。虚无主

义者扮演正义的使者号召大学生为历史中的反面人物正名，诋毁

英雄人物，甚至歪曲民族历史。大学生的辨识能力和批判思维

能力不足，在面对虚无主义所提出的观点时部分大学生乐得其

中，甚至觉得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新颖且有别于课本千篇一律的

枯燥评论，却不知自己被虚无主义所利用，并潜移默化的改变

着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虚无主义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不

足，缺乏理性思考，没有一套完善的思维体系去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思维系统分辨是非对错。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

的旗号，鼓励大学生“重新评估”中国的史实、文化，并向

他们传播西方的发达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普世价值”之人

权、民生等。引导大学生大胆地怀疑社会主义，但并不给予他

们具备证实怀疑的精神和能力。使得部分大学生盲目信从虚无主

义，却不联系中国实际全面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使得

他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不认可和抵触的情绪，甚至对核心

价值观嗤之以鼻。

2.2虚无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认同造成负面影响的客观原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受到虚无主义的冲击是多种

因素造成的。除了大学生方面的主观因素外，还包括一些客观

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环境的复杂性日

益凸显。其一，网络中信息与思想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为大

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增添了许多干扰。大学生无法及时、准

确分辨信息真假与真相的是非，却又被反社会主义、唯心主义

等思想所包围，导致大学生对公众的思想认知和主流核心价值观

的确立均会产生影响。其二，虚无主义思潮积极利用微信、微

博、博客等大学生所热衷的媒介，以其传播速度快、隐蔽性

强、难以监管的特点，通过夸诞、扭曲事实、穿凿附会、标

题与内容不符等手段，博取大学生眼球，从而影响大学生的价

值取向。

其次，宣传教育工作有待改进。虚无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

种，它的出现必然有着浓厚的社会原因。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立的思想观念出现在大学生群体中，影

响着他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这就需要社会宣传教育指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面引导和反面教育相结合，

利用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方式吸引大学生。

再次，高校理论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一定的思想观念之所

以能被一部分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同，从根本上讲，是与大学生

的群体期待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折射了大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

表达了大学生的一部分期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

可以受到虚无主义的冲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理论教育

不够贴近大学生。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来说，教育内容、

教育方式有待与时俱进。从教学方式来看，单纯的理论灌输已

不足以满足现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虚无主义很善于运用网络、

媒体，裹上“学术研究”的面纱吸引大学生的兴趣，而许多

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仍以枯燥灌输的方式传授大学生价值观念。21

世纪的大学生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接收

思想理论的方式是不同于以前那种单纯的书本教学的，对他们的

教育更需要通过凸显时代性，用科学技术、新媒体等方式向他

们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就要求“两课”教师与时俱进，采

用大学生乐于接受、容易采纳的教学方法使枯燥的理论与实际生

活相关联，提高大学生对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思辨和批判能

力，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责任感、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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