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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未来，落实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王彩虹  李美华 

（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1） 

 
摘要：通过对青海师范大学 1382 名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问卷调查。发现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总体上呈现积极健康理性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

令人担忧的地方。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较模糊，理想信念具有功利性和

实用性，对于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了解不全面，由于新时代网络化的

发展，部分大学生的娱乐、休闲和交流都开始趋向于网络化，致使新时

代大学生花在手机等电子产品上的时间增加。基于此，从引导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更新理想信念的传播途径；将立德树人融入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加强理论教育，树立共同理想三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理想信念；大学生；现状调查 

 

 

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教育者的工作中强调，
“教育者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时代重任。[1]”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正处
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且新时代的大学生拥有着其
不同于以往大学生的特点，思想独立、自我意识强烈、思想社会
化、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极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宽容的
尊重社会的多样化。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理想和信念引领着大学生成为什么人，指导着新时代大学生走
向什么路，激励着新时代大学生为什么学，其理想信念的建立更
关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所以，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当
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本调查在对十九大精神作出深入
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
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的现状，帮助教育者把握大学生理想信
念的教育，引导其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一、引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新理想信念的传播途径。 
生活理想信念，是理想信念的最低层次，却是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自觉向往。在生活理想信念总体上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
生活忙碌且学习充实，消费观念理性有节制，期望家庭和睦，人
际交往也是和谐的。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大学生交流倾向
于使用新工具如手机、QQ、微信、微博等。部分学生沉迷于手
机、网络游戏和娱乐，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人际交往上存在
一定的困扰。 

研究调查表明，对于现在生活的态度，71%的人是积极向上
的，18%的人是时好时坏的，12%的人得过且过,持消极悲观的态
度。相对于父辈期待每天都能过得忙绿踏实，新时代的大学生开
始更加注重对于生活的体验和享受，其中 62%的学生认为应该是
忙绿充实的，31%舒适享受，7%的人不清楚、庸庸碌碌。对于
自己每天时间的安排，56%的学生大部分用于学习，39%的学生
花大部分时间用于看手机、聊天、网络游戏和娱乐。对于消费的
观念，63%的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度消费，25%的学
生对于消费有自己的计划且有节制的消费，12%的人是月光族或
冲动消费。对于现阶段自己的人际关系，70%的学生还行，23%
的学生关系很好，7%的学生认为交往有有困扰或人际交往很差。
对于自己的日常交流方式，52%选择微信、QQ、微博等社交软
件，30%的选择当面交流，15%选择手机、电话、视频等，3%的
很少与他人交流。 

基于此，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活理想信念的教育时。我们需要
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大学身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不是只重视生活的体验和享受；培养大学生合理规划使用手机
时间的能力，防止花费大量的时间于游戏和网络上，实现在现实
中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人际之间的交往；鼓励学校发展“互

联网+教育”的模式，利用网络平台扩大理想信念的宣传和影响，
更新理想信念的教育途径，使理想信念教育更贴近大学生的生
活，如：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开展理想信念有奖竞赛，通过
手机短视频等方式传播理想信念的理念。 

二、将立德树人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理想信念，是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是对社会生活过程

中种种道德现象、道德关系和规范的认知，它有助于道德价值概
念的形成，也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大部分大学生在
理性的认识上表现出较高的素质，能够协调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
的关系，能理性的继承中国的传统道德；在实际的行动也呈现出
较一致的状态，但是部分同学认为现在的思想教育课程枯燥乏
味，不感兴趣。 

研究调查表明，对于自己的道德修养，72%的认为比较满意，
26%的认为不太满意，应该提高修养，2%的不清楚。在处理集
体和个人关系中，3%的人选择公而忘私，90%的选择先公后私
或公私兼顾，7%的选择先私后公。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
28%的认为应继续发扬光大 ，3%的人认为束缚了人的个性发
展，应予以摒弃，69%的人较理性且有批判精神，认为应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总体上，对于道德的看法和认知呈现
出较高的素质。在实际行动中，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素质和修养。
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上，68%的学生偶尔参加，18%的学生经常
参加，14%的学生从不参加或没有参加的机会。大学生对于现有
思想教育相关课程的看法，56%认为获益匪浅，39%的认为枯燥
无味，收获不大，5%的对于相关课程不感兴趣。 

基于此，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理想信念教育时，我们需要重
视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教育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首先，由于如今大学的思政课已然是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的主要形式，但由于传统的教授形式过于僵硬、老套，使得
大学生缺乏上思政课的兴趣和激情，所以学校可以丰富和更新大
学生思政课的内容和形式，使德育教育更加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制作一些相关的视频，在讲述时多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相关理论
的分析等。提升大学生学习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和热情，
理性的批评和摒弃旧的道德标准，形成新的、良好的道德评价，
让大学生对道德的理论知识有积极的认识。其次，督促学校教育
者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所谓“为人师表”，发挥教师言传身教
的作用，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和陶冶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最后，重
视大学生道德的实践过程，把内化的道德认知体现到现实生活
中，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道德修养。因此在大学生对道德有积极
的认识基础之上，让大学生主动走进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的
活动，多参与志愿者服务或与国家建设发展有接触的活动，寻找
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和方法。实现道德的“外化——内化——外
化”的过程。真真正正做到立德树人，从德育中培养建设美好中
国的人才。 

三、加强理论教育，树立共同理想。 
政治理想信念，是理想信念的核心，统领和支配着生活理想

信念和道德理想信念。在政治理想信念中，新时代大学生大部分
学生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且认为党员在大学生中起着积极的先
锋带头作用，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方向坚定；但部分大学
生入党的动机较功利性，对于党的性质、宗旨、目标等内容缺乏
了解。 

研究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 78%的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周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看法，66%的人认为党员始终保
持先进本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也有 10%的人认为不像入党
前那样公而忘私和谦虚，只顾干自己的事情且自以为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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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入党的主要动机里，58%的人是为了追求理想信念，
25%的人是谋求仕途发展或增强就业竞争力，13%是为了追求政
治的荣誉感，4%的人是因为从众心理。而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
党的性质、宗旨、目标等的认识，只有 20%的人非常清楚，71%
的人了解一些但不全面，9%的人因为没有机会了解或不想了解。 

基于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政治理想信念的教育中，应该加强
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培养大学生崇高的政治
理想，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严格把关新党员的吸收过程，时刻关注
和检验党员同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
断地严格要求自己。加大对优秀党员和其先进事迹的宣传，组织
大学生对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和精神进行学习，发挥榜样力量，
培养大学生无私奉献和服务人民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自信，将
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结合起来，将个人理想和国家理
想融合起来，使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热爱民族和国家的高尚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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