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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意识形态调查与分析 
——以上海临港新片区高校为例 

李  玲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抓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利于形成团结、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氛围，有利高校履行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本文以上海临港新片区高校为例，从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应用、主流意识形态评价几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的意识形态状
况展开调研，分析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师生意识形态特点，探索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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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

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具有十分重要而
深远的意义。”

1
在新媒体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思想观

念多元化趋势明显，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现状，学校必须顺应
形势的发展变化，抓好校内外、隐形和显性等思想阵地，增强
主流舆论的引导力、影响力。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以上海临港新片区高校六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

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访谈的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 460 份，
回收 456 份，回收率 99.13%，其中有效问卷 453 份，问卷有效
率 98.47%。 

二、发现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1.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调查发现，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非常满意的占 71.84%，满意的占 8.74%，比较满意的占
17.84%，不满意的占 1.94%。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
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
表示非常赞同的有 75.73%，比较赞同的有 19.42%，说不清楚的
有 1.94%，不大赞同的有 2.91%。 

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道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普遍
认可和信任，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 

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调查发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重要

意义”45.63%的表示非常了解，34.95%表示比较了解，17.48%
的表示了解一点，1.94%表示完全不了解。对于“大学生应成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有 66.02%的表示非常赞同，27.18%表示比较赞同，4.85%表示
说不清楚，0.97%表示不大赞同，0.97%表示很不赞同。 

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度较高。但访谈过程中发现，学生虽然较了解并认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现实中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比较茫然，存在一定的“知”与“行”的差距，意识形态与践
行环节存在错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 

3.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问题及分析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调查发现，个别学生意识形

态比较薄弱，有极少数学生不赞同、不关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和不知道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现象。因此，如何坚持立德树人，持之以恒面向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全体师生进行思政教育，填补思想教育之堤，坚

持不懈跟进重点群体，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无盲区、无死角，仍
然是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务。 

（二）对新媒体的应用度 
1.获取信息的渠道 
关于“获得国际或国内信息渠道”，选择人民日报等各级官

方媒体占 69.9%，比例最高，其次是新浪等国内非官方媒体，
占 67.96%，选择朋友圈、微博、知乎等自媒体传播占 50.48%，
选择 BBC 等各类境外媒体的占 25.24%，选择师生间的口口相传
的 22.33%。其次，访谈和座谈中学生也特别提到，在微信、微
博、QQ 等众多自媒体中，微博使用频率最高。 

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获取信息渠道除了各级
官媒外、非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外，境外网站也是获取信息的重
要途径。而在学生选择浏览的主要国外媒体中，排名前三的分
别是：BBC、Twitter、YouTube。在访谈中，不少学生也提到自
己有通过推特网等浏览境外媒体的经历，教师在访谈中表示，
在当前复杂的时代境遇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自身了解和
探索国外讯息和文化意愿更强烈，如果管理和引导不到位，容
易受国内外网上各种不良思潮影响。 

2.对新媒体的运用 
调查中对“一周看新闻联播或主流媒体时间”有 47.57%的

选择两小时以内，有 40.78%的选择 2-7 个小时，有 9.71%的选
择了 7-10 个小时，有 1.94%的选择了 10 个小时以上。 

每天学习“习思想”的时间一小时以上占 18.45%，半小时
至一小时占 22.3%，半小时以内占 44.66%，不学习的占 14.56%。
关于学习“习思想”的主要渠道，37.8%的选择微信、QQ、微
博等社交媒体，32.17%的选择“学习强国”等 APP 软件，23.27%
的选择电视广播和政府、学校网站主页等主流媒体，6.67%的选
择教材、书本等纸质学习资料。 

由此可见，学生运用新媒体学习、获取信息、互动已成为
学习、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每天对“习思想”等主流思想学习、
主流媒体的关注程度还不够。 

调查中，关于“在网上看见负能量的信息时，您会予以反
驳”，26.21%表示表示非常符合，27.18%表示比较符合，33.01% 
%表示一般符合，13.59%表示不太符合，0.97%表示很不符合。 

访谈中学生也谈到，自己在上网时，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反感标题党等夸大、扭曲事实等不诚信行为，但对于他人不良
言论或负能量信息不愿过多干涉。 

3.对新媒体应用度的问题及分析 
关于新媒体应用的调研，发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在意

识形态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学生比较关注非官方媒体
和境外媒体。（2）师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错位及不对等的现
象。（3）学生对于网络中的不良现象或负能量信息缺少主动干
预。原因分析为：（1）由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年轻好奇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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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总觉得非官方媒体、境外媒体同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不同。
（2）学生应用新媒体时有自己独特偏好，如喜欢用微信进行互
动聊天，喜欢用微博接收各种讯息，教师与学生在应用新媒体
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存在错位与不对等现象。 

（三）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自我意识形态的满意度 
1.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 
调查中，“您觉得大学里下面哪些人对您的思想影响大”，

71.84%选择了专业教师，51.46%选择了辅导员，32.04%选择了
班主任，27.18%选择了思政理论老师，17.48%选择了共青团干
部，15.53%选择了党政干部，6.8%选择了同学或其他人。由此
可见，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思政教师对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的学生意识形态影响最大，尤其是专业教师。访谈中，学
生也提到任课教师认真的工作态度、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会在
日常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互动中熏陶和感染自己。 

2.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 
本次调研从竞争意识、爱国热情、遵纪守法、人际关系、

社会公德、讲究诚信、社会责任感等 13 个维度对思想政治素质
进行学生意识形态评价。统计显示，13 个指标中，评价得分较
高是：遵纪守法、爱国热情、讲究诚信、社会公德，而评价得
分相对靠后的是：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心理素质和竞争意识。
由此可见，学校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
可重点对培养开拓创新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培养良好的心理
素质、提高竞争意识这几方面内容进行重点设计和突破。 

3.关于意识形态满意度的问题及分析 
关于意识形态满意度的调查，发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师生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思政课程主阵地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生认为

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专业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思政教
师的作用还不够凸显。究其原因，与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与
专业教师、辅导员日常接触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二
级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动共建、协同育人的实效性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 

其次，调研发现，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学生也希望开设更
多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学习、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
也是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加强学生文化自信，培养优秀文化使者
的教育使命。同时，对自我评价相对较低的开拓创新、艰苦奋斗、
心理素质和竞争意识等思想素质内容有进一步提高的需求。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新媒体思想教育阵地的建设 
引导教师关注并参与学生应用的新媒范围。“新媒体的开放

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导致信息“把关人”缺失，这些极大消解

了高校对意识形态传播的管控能力。”
1

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学生的实际情况，组建各级组织共同参与的新媒体管理网络矩
阵，加强教师对学生关注的新媒体的管理、教育引导，尤其注
意引导学生加强对主流媒体的学习，强化新媒阵地的思想引领。 

其次，注重学生意识形态的“梳”和“导”，构建融合的话
语平台。通过利用新媒体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把思政教育的价值
性、知识性统一在网络平台主流引导上，做到专业知识培育和
价值观教育相融共进。 

(二)、强化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协同育人 
首先，在思政教育队伍建设上，学校辅导员、教师应加强

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互动联通，形成教育合力。其次，共
同打造有力、有型的思政教育课堂，共同开展有活、有神的思
政教育活动。在发挥思政理论教师的引导作用和思政课堂的核
心阵地作用的同时，探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教育师资共建，
思政教育平台共搭，思政教育活动共推模式，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第三课程的有效联
动中彰显升华。 

(三)、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相统一，探索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深入推进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教师承担“课
程思政”功能的自觉性及能力、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教师
在各学科的教学设计上，应充分重视与我国意识形态的结合和
关联，充分挖掘专业课育人功能，以强化师德教育为抓手，以
提升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努力使课堂主渠道的育人功能最大
化，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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