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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组织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余永梅  卢  巧 

（南昌理工学院思政部  江西南昌  330044） 

 
摘要：对于高校而言，不仅要开展专业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教育，也要开

展符合青年发展规律要求的思想道德教育。就高校党组织来说，要全面

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本文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过程中出现
的情况进行分析，然后再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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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政党的灵魂。马克
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有力量的信仰，因此，高校党组织对大学
生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高校党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校党组织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而新形势下，学生信仰中存在
的问题的确不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普遍缺失。 

（一）信仰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丰富,

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许许多多的新思想、新观点诞
生，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也是时刻在发生着，大学生们在这些新
的思想观点的驱使下，衍生出多元化的信仰形式形态，使得一些
不正确的信仰也充斥于学生的思想中，并逐渐成为其信仰和人生
目标，这是高校党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时要直面的现实
状况。 

（二）动机的功利性 
在高校党组织中，有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旗号，来满

足个人利益化的需求。例如，无视和随意践踏制度，日益猖獗的
特权现象等等，都是存在的现象。在此影响下，一些学生就会觉
得只要是能带来利益和好处，就可以无视圣洁的信仰，就可以忽
略严谨学风的维护，用利益来作为衡量信仰的第一标准，而忽视
了精神上的追求，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巨大的困惑和动
摇。这是高校党组织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过程中受到阻
碍的主要因素。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淡化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深水区和决胜期，社会生活

的深刻变革在一些人的思想中产生负面效应，信仰缺失的现象有
所发展。有些同学不再关注信仰追求，而是一切向“钱”看，这
样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淡化。随着时间的变迁，现在的大学
生很难感受到革命年代中老一辈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一些大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了新的观点、态度、立场、认识、理解，
并且随着老一辈的离开而淡化。这些无疑加大了高校党组织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难度，高校党组织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现实情
况。 

二、高校党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策思路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高校党组织面对世界形势变化、面

对顺逆境的需要，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当
代大学生是党的重要后备力量，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直接影响
国家的发展走向。如何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寻求解决之
道。 

（一）加强师资建设 
高校党组织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加强师资

力量。好的教师是有属于自己的优势的，可以利用其强大的专业
知识和严谨的学术思想向学生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魅力，可以
设计适合于高校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教学内容，也可以利用更科学
的管理系统来对学生进行教育。高校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者，应该爱岗敬业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向高校的学
生传达正确的信仰。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信仰教育是要高
质量的进行的，绝不能敷衍了事、漠不关心。高校党组织必须加
强师资的培训、业务知识的考核和教师之间的自省机制，确保马
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质量。 

（二）主动介入，积极引导 
影响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因素有很多，而且由于年

龄特点和认知特性，他们容易被错误的思想所迷惑，那么就需要
高校党组织主动介入，积极引导。首先，可以采用网络平台上的
资源信息，向学生展示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与被
错误信仰影响的学生的发展情况做对比，从事实出发更有说服
力，为学生带来强烈震撼。其次，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进行启发
教育。根据不同学生的兴趣点来进行教育和引导，在学生感兴趣
的事物上更能得到学生的关注，也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可，从而实
现教育的目的。 

（三）提高高校学生选择信仰的能力 
提高高校学生选择信仰的能力，这是最好的预期效果和最终

极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分辨和抉择
出正确的思想，继而自主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要开拓学生们的
视野，组织多种学习机会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与辨别能
力，对于深层的问题可以有条理的分析，让他们在学习中体会，
在实践中学习，使学生在思想理论教育和实践互动中，进一步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结合高校党组织面临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现状进行分析阐述，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目的
是希望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做到真学真信，成为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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