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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学工视角下的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培养机制研究 
——以农业院校为例 

◆邬  津 

（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高校承接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工作，高校大

学生的意向形态走向在整个高校教育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

着社会变化愈发复杂，意识形态工作愈发严峻，这也对高校意识形态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基于此，本文认真分析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

作的意义，剖析农业类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进而探索

适合农业类高等院校意识形态培养机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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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仅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同时
也是各类思潮极容易传播的地方。随着高墙的消失，高校成为了
意识形态形成和传播的中心及前沿阵地，为了实现大学向中国特
色主义进行靠拢，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高校党员建设。把握好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是高校教
育管理者的首要重任。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作用 
首先，具有政治性作用。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
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其次，具有安全性作用。做好高校的意
识形态建设工作，可以抵挡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构成，确保高校意识形态的安全，
能够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然后，具有主流性作用。做好高
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可以抵抗社会中不良文化对高校大学生
思想的侵蚀，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主体地位，保持其思
想观念不动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具有延续性作用。做
好高校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积极培养更多“四有”青年，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储备人才。 

二、高校学生意识形态工作面对的挑战 
从高校学生工作管理角度上看，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上面临

着许多挑战。从主观方面来看，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国家经济
实力跨越到了新的台阶，由此带来的发展红利和政策保障使得大
学生在求学路上一路畅通。基于初级教育阶段的思想引导，“三
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没有判断是非，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在
寒窗苦读十年之后考取大学之后存在放松，甚至是放纵的心态。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横向不断拉大的差距导致高校大学生
在心理上出现了众多矛盾，其中尤为关键的矛盾点集中在思想意
识与价值取向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甚至出现偏离主线的趋
势。在国家经济供给侧改革大形势的影响下，一些不良的网络舆
情导致高校大学生的就业信心日趋低沉，在就业市场不容乐观的
情形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毕业意味着失业”的不良现。 

从客观方面来看，一是大学教育一直在偏离“以本为本”的
轨道，二是信息化时代网络自媒体的影响导致信息鱼龙混杂，以
移动终端手机为载体的现代高科技产品承载了太多的“资源”，
在 AAP 经济时代准入条件不明朗的情况下，使不良信息传播有
机可乘，尤其是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直播平台等自媒体的
出现，使得不良的信息、观点、理念直观的传播开来，高校大学
生作为网络的主力军，在好奇心和从众心的作用下实时关注、了
解、传播一些有失偏颇的信息点。三是资产阶级意识会以影视剧、
歌曲等多种形式渗透到高校大学生思想之中，有些大学生则会对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报以相信、信任的态度。当高校大学生被渗透
过多的资产阶级意识时，就会被不法分子或恐怖分子所利用，触
碰法律的边缘，甚至可能会出现极端现象。 

三、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培养机制路径及策略 

（一）社会层面 
一是国家和社会有关机构要加大对网络阵地的管控力度，高

校要主动参与到媒体融合发展中去，建立起校内外联动机制，以
“预防为主，控制为辅”为原则实时监控校内学生网络动态，有
效切断外来干扰源。二是高校管理部门要探索研究并组建意识形
态工作团队，定期到高校指导并调研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情况，而
不能停留在发通知收报告的基础工作上。并不定期安排有关意识
形态研究的专家到高校进行巡回报告，让教师与学生了解到意识
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三是校外人员尤其是家长团体要对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危机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要与学校进行
联合进行意识形态工作，尤其在网络舆情问题上，要做到共同监
控与防御。 

（二）学校层面 
首先，要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所具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有较

高的认识，要坚持高校正确意识形态地位不动摇。要加大思政教
育力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政教育活动，丰富思政课程内涵；
通过开展专题讲座与沙龙研讨工作，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者的思想
素养与政治素养。其次，要勇于面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矛盾点，
以此有效的解决问题，要制定高校课堂及网络等方面的管理制
度。对于网络舆情问题，高校可以建立起网络舆情动态库，利用
网络技术优势，及时了解到师生所关注的热点话题，要在第一时
间制止虚假信息与不实信息的传播。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要鼓励学生“博学尚农”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去，要广泛
开展具有“三农”“三生”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此丰富学生
的学农爱农尚农情节。 

（三）基层学生工作层面 
高校大学生工作是从点到面再到全的动态过程，高校学生工

作是在校党委的带领下，以学生工作部为牵头单位，各二级学院
学生工作干部为具体实施者，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需要形成三
级联动，落地有声，学农爱农的局面，避免上热中温下凉的局面。
要对高校内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实施台账管理，要对其进行定期谈
话，告知其不可以在校园内进行宗教活动，禁止参加非法宗教活
动，并且要对此学生群体进行跟踪调查。要对高校内少数民族学
生跟踪教育培养，积极配合维族教师开展好各项活动，充分了解
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有针对性的开展民族活动
和节日庆典，以此增加民族团结。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反邪教宣
传，通过案例教学，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大学生对邪教有正确
的认识，要让学生远离邪教并敢于与邪教做斗争。除此之外，高
校的学生干部骨干要定期召开学生干部会议，及时了解大学生的
想法、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还要开展爱国教育活动，让了解
国情，树立正确价值观，从而做好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培养机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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