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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教育保障机制研

究

王得运  勒立  熊驰雁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52）

摘  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大学生的意识形态认同发生存在差异。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研究，本文分析了大一学生
与毕业班学生意识形态认同的差距，探究影响学生意识形态认同的高校做法，并优化提出学校教育保障机制合理措施，旨在为高校
提供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教育保障措施，提高高校人才培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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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眼花缭乱的全球政经形式，探索全球大萧条、疫情危

机、大国博弈等现象的本质，不难发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
变局时代”[1,2]。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和发挥
主导作用的思想体系[3]。面对“大变局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
态认同形势的严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意识形态宣传与传播
的重要阵地，应该如何解决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文旨在探讨“大变局时代”中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特
点和变化趋势，研究高校教育保障机制，分析其对大学生主流
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 
围绕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

认同与行为认同等四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以公办高校学生为
样本，借助“腾讯问卷”微信小程序发布调查问卷，待问卷收
集到一定数据后，关闭问卷通道。对于收集的问卷结果借助
Excel 进行作图、分析。 

（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此次问卷调查共收集样本 449 名，其中大一新生 247 人，

毕业生 202 人，在性别、民族、户籍所在地、学校类型上均进
行了对照，兼顾了代表性和科学性。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问卷描述性统计 

 
大一新生（占

比） 
毕业生（占比） 

男 49.79% 45.55% 
性别 

女 50.21% 54.45% 

汉族 97.98% 98.01% 
民族 

少数民族 2.02% 1.99% 

农村 36.03% 34.15% 
户籍所在地 

城镇 63.97% 65.85% 

“双一流”高校 1.56% 1.96% 
学校类型 省属普通本科院

校 
98.44% 98.04% 

1.认知认同 
毕业生与大一新生两者的认知认同存在差异。在“你对‘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

向’这句话的理解是？”问题上，表示同意的大一新生和毕业
生分别为 83.00%、95.05%，表示“难以判断、不同意、没想过”
的大一新生占比高于毕业生。而在“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你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是？”两个问题上，毕业生的认知水平均高于大一新生。 

2.情感认同 
在“你平时最喜欢浏览什么类型的新闻？”上，时政类新

闻在大一新生、毕业生中分别占比 51.12%、66.67%，娱乐新闻
分别占比 38.48%、29.41%；在“你是否会主动了解我国时事政
策等相关内容？”毕业生的关注频率高于大一新生，并且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更强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更端正。 

3.意志认同 
在“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是

否充满信心”，“你对我国当前政治指导思想、基本制度、大政
方针的拥护程度是?”，“你觉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是否已经
过时？”上，大一新生与毕业生的非常自信比例均超 80%。学
生们对于培育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态度也比较自
信。 

4.行为认同 
约 91.06%的大学毕业生表示，在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及尊严

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主动采取行动进行制止。另外，在互联网
上看到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的信息时，超过 83%的大一新生
和毕业生表明他们会对此进行思考和质疑。同时，大学生对主
流意识形态的教育 92%以上来自于学校各级党政组织和宣传部
门,83%以上来自于意识形态的相关教育专题讲座、征文演讲比
赛等。且目前对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大部分认为
应提升教育质量为目标，优化高校教师队伍结构。 

二.结果分析与影响因素 
（一）结果分析 
图 1 显示，大一新生男女比例接近平衡，而毕业生中女性

比例略高于男性。汉族在大学生中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比例
相对较低。且大学生中城镇户籍所在地的比例略高于农村。绝
大多数大学生就读于省属普通本科院校，而少部分就读于“双
一流”高校。 

在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上，毕业生
较大一新生均表现更好。总体来看，大部分同学能够认同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但仍有少部分同学不认同或者不能够深层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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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图 1 问卷描述性统计图 

 

 
图 2 认同情况分析图 
（二）影响因素 
根据结果分析，当代大学生中，大部分人对于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较为认同，但仍有极少数认同度不高，而且毕业生相较
于大一新生的表现更好。经分析影响因素，大致如下： 

1.信息传播的多样性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和多样

化。大学生在获取信息时，很容易接触到各种观点和意见，这
可能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
多元化[1]。 

2.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育保障机制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具有指导作

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呈现方式会直接影响学生对不同观念和
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教学方法的选择也会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
和态度[2]。多元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有
助于培养学生开放、多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3.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是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环境，学校的文化

和氛围会对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产生影响。如果教育保障
机制能够创建积极、开放、包容的学校文化和氛围，有助于培
养学生积极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志愿实践 
志愿实践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使他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观[3]。通过参与志
愿活动，大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公
益、奉献、友爱等核心价值观，并且将这些价值观应用到实际
生活中。这种实践的经历能够增强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的认同感，并且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三、高校对于大学生主流意识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 
（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

基础教育进行，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开展思政活动，向大学生
传授和普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和
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 

（二）注重学生社团和组织的建设。大学生社团和组织是
学校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认同的重要平台。高校鼓励学生
自主组织社团和组织，让学生在参与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深入了
解和接触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认同感。 

（三）注重师生关系的建设。师生关系是大学生认同主流
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向学生传递
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和价值观，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认同主流
意识形态。 

（四）注重校园文化建设。高校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和展览，
开展主题教育和宣传，打造积极向上、富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校
园文化氛围。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认同主流
意识形态，还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他们的
成长和未来做好铺垫。 

四、教育保障机制探究 
为了提升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创新的高校可采取

以下方法：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可以通过开设思政课程、讲

座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推进师生互动交流。教师可以开展学生主题讨论课、
小组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
提高思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三，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活动。高校可以组织多样化的文
化活动，如艺术展览、体育比赛等，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和现
代文明的理解和认同，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创新能力。 

最后，建立健全的教育保障机制。高校应提高教师的专业
素养和教学水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还应建立完善
的学生评价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高校可
以有效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养他们成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五、总结 
在“大变局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教育保障机

制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一个
复杂的研究主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教育保障机制在塑造
和引导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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