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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概念
国家总书记指出：“青年昌盛，青年强大，国家强大，年

轻一代有理想、有技能、有责任，国家有未来，民族有希
望。”新时代新发展新格局，对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更新发展更
高的要求。国家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大学
生作为青年的一部分，应当承担起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使命，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是人形成幸
福观的主要途径，幸福观教育就是培养人的正确幸福观的教育，
幸福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受教育
者是高校中的大学生，教育者是教师，旨在使学生养成正确的
幸福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　新时代大学生不正确幸福观教育的原因分析
2.1高校原因
首先，在传统教学模式之下，为了成绩的提升和就业率的

达标，学校往往注重的是专业知识的教授，而忽视思想与情感
的培养，学生缺乏关于幸福观教育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并且由
于学校目标侧重于专业知识，使学生对幸福观教育也不重视。
这会使高校德育目标的养成出现问题。我们须知仅仅将幸福观教
育融入日常的教学与生活中是远远不够的。其次，高校老师未
能掌握专业的幸福观教育的知识与接收相关的培训，专业素养较
低。部分高校教师自身会存在不正确的幸福观，这会严重影响
学生的幸福观教育以及学生正确幸福观的培养与发展

2.2社会原因
当今社会，各种思潮交织存在，良莠不齐，对于大学生幸

福观的养成与发展存在着机遇与挑战。而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更是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拜金主义使人追名逐利，唯
利益是从；享乐主义使人不思进取，缺乏积极性与上进心。同
时，以多媒体为载体的应用，以明星为宣传噱头，各种节目粗
制滥造，这对处在青年阶段的大学生造成了不良的导向。当代大
学生多为00后，成长的环境和条件比较优越，并没有经历过艰难
困苦，对幸福的来之不易缺少深刻的认识。在物欲思潮的中，大
学生会迷失自我，从而形成不合理的幸福观。

2.3家庭教育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教育是人的一生所受教育的开

始，因此，家庭教育为孩子所受的整个教育打下了基石。对于造
成大学生不合理幸福观的家庭原因，笔者将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不恰当。家长采取溺爱的教育方式，使
孩子形成自我中心人格，对别人置之不理，不懂得感恩，缺乏集
体意识和责任感。加之，有些父母过分追求好成绩，只注重孩子
知识的掌握，忽略了思想品德的发展。另一方面，孩子模仿性强，
而个别家长的思想观念存在不合理之处，表现在日常的行为举止
之中，从而影响了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

2.4学生原因
首先，由于大学生处在思想的成熟发展阶段，加上没有专

业的理论引导，对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没有正确合理的
认识。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样的幸福才是真正幸福，对树立什么
样的幸福观以及如何树立正确幸福观了解不深。这都跟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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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有关。这些都需要学生不
断学习，提高素养。其次，一些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低，思想观念有
问题，从而形成不合理的幸福观。一个人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关
键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善于提升道德素养的人，往往会抵制错误
价值观、幸福观，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

3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应对策略
3.1确立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基本原则
首先，教育活动中心的转移，由以教师中心变为以学生中

心。大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有自己
的个性，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需求，对于大学
生幸福观的教育要采用因材施教的原则。在课堂中，学生是中
心，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观点与经验。在实践活动中，学生是主
体，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其次，
进入新时代，教育需进行新一轮改革。第一，创新教育理念。
传统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教师地位高，与学生存在距离，学
习压力大。而新时代的教育理念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新时代
的德育要发展幸福观教育。第二，创新教育内容。传统的教育
内容局限于书本知识，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在掌握知识理论的同时
还应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要引导大学
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第
三，创新教育方法与手段。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方法要
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采用新的教育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引起了教学手段的变革，多媒体、线
上教学等都有利于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

3.2夯实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前提，是夯实科学的理论基

础。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
即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脱离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
目的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必须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理论。新
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是一项伟大的教育实践。要取得大学生幸
福观教育活动的成功，必须加强科学理论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
义幸福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某些
合理因素等。

4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发展新挑战，实现

中国梦任重而道远。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最具有活力、最具有创
造力的部分，必须承担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加强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引导其形成科学的幸福观，在实现自身幸福
的基础上，创造幸福，给予幸福，奉献社会，服务社会，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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