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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机是指大学生的信仰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都有可

能遇到危机，即失去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信仰的人可能导

致的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容易导致大学生缺失思想根基、道德

操守和精神追求，会导致学生失去方向；二是会导致大学生学习

没有动力、丧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止步不前及行为失范。

1  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的现状

信仰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对象始终不

移的信赖和执着不渝的追求[1]。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强调，“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

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

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

花[ 2 ]。”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表现在很多方面，具体如下：

1.1受互联网影响，大学生社会政治认同弱化，加剧了大学

生在面对网络世界时接收信息的模糊性。具体表现在，一些未经

证实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一些大学生

政治意识较为薄弱，缺乏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降低了对

网络信息的价值判断力，弱化了政治认同感。其次，少数大学生

的网络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不强，认识有存在偏差和误区。个别

学生存在使用“推特”等境外社交软件、翻墙浏览境外网站的情

况，容易被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所利用。

1.2受家庭宗教信仰的影响，部分大学生沉寂于宗教信仰之

中，希望在宗教信仰中寻找信仰的根基和支撑点。此类学生容易

被非法宗教势力所利用，当部分学生在精神生活上匮乏时，面对

现实生活的迷茫，大学生常常束手无策，易在宗教宣传的诱导下

沉浸于宗教之中，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1.3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冲击下，大学生功利心越来越重，导

致长期压抑的物质利用在瞬间得到释放，扫荡了精神追求。部分

学生面对世俗的诱惑，信奉金钱万能、利益至上、享乐主义等等，

从而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扭曲，缺乏与他人及社会的沟

通。一味追求利益至上的学生，会认为信仰是过时无用的理论，从

而出现见利忘义、诚信缺失、低级庸俗的行为，奋斗精神匮乏。

2  当代大学生出现信仰危机的原因分析

随着网络的发展，大学生善于接触新观念、新思想，思想

活跃，但具有不成熟性和易变性的特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并未最终确立，表现出对新事物有较高的兴趣。随着我国

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扩大，大量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涌入，

与国内主流价值观的摩擦碰撞，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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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深入，引起了大学生信仰的不坚定。

2.1西方文化的涌入与国内传统文化的冲突

面对国内外思想文化的交流，量的西方思想与价值观涌入国

内，与国内加剧了当前国内社会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社会道

德问题的聚集，对大学生树立正确信仰带来了影响。网络新媒体

所承载的不准确的信仰和价值观会乘虚而入侵害大学生的思想。

2.2在宗教信仰中迷失自我

受家庭中父母长辈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带有宗教色彩的语

言、行为在日积月累的浸润着子女，对子女有着极强的导向性[3]。

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这些孩子容易成为一名宗教信仰者。

这些学生往往思维比较简单，容易被一些非法宗教势力所利用。

2.3价值多元化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

随着社会上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价值观

多元化打破了人们对价值观体系的保守认识，存在着一些负面作

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行为越来越迎合市场，

讲究追求个人利益，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诱导下极易产生个人主

义思想。社会上一些见利忘义、诚信缺失、低级庸俗的行为也是

随处可见。

2.4大学生的认知能力具有不稳定

大学生刚脱离家庭步入社会，难免会带着一些好奇心去接触

社会，新鲜事物接触多了，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判

断能力。大学生认知世界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其实是他们处于

一种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朦胧状态，容易导致大学生信仰迷失。

2.5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繁多且方式单一

大学生在校期间，思政教育内容包含爱国主义教育、国防安

全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多项内容，内容教育方式比较单

一，忽视了大学生的发展需求，使大学生不能坚定地树立马克思

主义信仰。

3  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分析，结合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现

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

3.1深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

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4]。要用大学生喜闻乐

见的方式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强

化国家意识，奠定爱国情怀基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把爱国主义精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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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大学生

的心灵深处。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各

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5]。

3.2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

也可以帮助身处迷茫的大学生树立准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如孔子以民为本的仁爱思

想，一些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意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等。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

3.3完善网络空间主流信仰教育平台建设

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平台，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传播正

能量，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

结合建党百年的契机，在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上开辟学习专栏，

融入学校的校训和校史，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使学生由最

初的被动学习逐渐向主动学习转变，有效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实际效果。同时，也要加强各部门的联动，搭建对网

络舆论的追踪和监管机制，使大学生拥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环

境，弘扬正能量，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

3.4 强化教育功能，加强大学生信仰教育

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要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特别

是他们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做好信仰教育工

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信仰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尊

重和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利用各种载体开展行之有效的信仰教

育活动，潜移默化地让大学生接受信仰教育，让信仰教育充满

人情味，充满亲切感，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要结合建党百年

契机，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

文化观、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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