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4 期） 

1429  

高教研究 

探析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优化策略 
◆卢  巧  余永梅 

（南昌理工学院思政部  江西南昌  330044） 

 
摘要：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学生是否能

够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保证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

通过研究当前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模式提出可行性优化政策，
力求提高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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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
对于少数大学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不过是一门学科，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考试，对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并不重视，这与当代大学生的发展不相符合。高校大学生作为祖
国的未来，必须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以当前高校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急需优化。 

一、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必要性 
对一个国家而言信仰是对人的一种思想约束、行为约束。对

社会的个体成员来说，信仰能够确定人们的归属感[1]。信仰能够
促使人们在生活中去追求真善美，拥有一个良好的行为规范。对
于整个国家来说，信仰具有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重要表现功
能。在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信仰能够快速集结人力物力资源，帮
助国家渡过难关。所以大多数信仰都是劝人向善的，对人具有一
定的积极影响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更为高尚，最终目
标是要求能够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最离不开的就是人才，而高校学
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
力量，所以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培养当代大学生正确的三观是
非常必要的途径。只有大学生能够对世界和社会具有清晰的认
识，才能够更有效的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校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不重视，弱化其影响能

力。信仰其实是在人们生活中约束人行为的最主要方式[2]。而马
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对于大学生的一种约束，而是要求大学生可
以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来完成自我进步，提高个人素养。但在当
前大学教育中，学生更加注重专业学科的教学，学生、教师和学
校都并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学生只要能够修满学分就算
完成任务，所以马克思主义更没有什么信仰可谈。 

同时，部分大学生对现实共产主义并不认可。认为如果想要
实现完全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3]。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伟大目标，想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必定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
程，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信仰的信任，才能够真
正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从高校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存在很大问题。教师
往往采用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学生无法通过教师的教学，提升

自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识，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
生活代入感，所以也导致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当成自我的信仰。 

三、优化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策 
首先，认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在教学过程

中，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摆在首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当优化自我教学模式，由于教材对于学生来说已经相对老旧，学
生没有生活代入感而导致学生会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枯燥
乏味，学生无法提高学习兴趣。所以，教师应当调整学生对于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认知程度，只有学生先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才能够真正提高教学有效性。同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日常生
活中选取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相关的实例，对学生进行教
学，增强学生的生活代入感，这样学生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
义信仰得真知。 

其次，采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有效性。对于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学来说，并不同于理论知识的教育。信仰教育应当主要
从感情认同方面入手，效果要远比从课本中的实例进行讲解要强
得多。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开放性问题，使学生通过小组
讨论来解决问题，学生能够从自身出发，探讨问题则可以提高学
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知程度，同时也可以通过实际角色演
练，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来理解知识的具体化。 

结语：在高校中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仍然存在许多问
题。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并不重视，学生认为马克思主
义教育只不过是为了拿学分的一门公共课，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教
育提升到信仰教育的层面上。所以教师应当先提高学生对于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认知程度，然后选取一些学生日常生活中就能遇到
的实际案例提高学生学习的生活代入感。同时采用多手段教学模
式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真正提高马克思
主义信仰教育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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