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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与对策

曹　敏
(湖南省教育厅 大中专学校学生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 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 加强大学德育工作十分重要和迫切。大学要把德育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克服“两张

皮”和重智育 、轻德育;重知识 、轻能力;重成才 、轻成人的现象。分析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和成

因 ,应该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学生明理 ,以务实的方法引导学生向上 ,以高尚的情操感化学生自律 ,以

良好的环境陶冶学生成才 ,努力造就品学兼优 、学有专长 、素质全面的优秀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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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变革使高等学校的德育面临着严峻挑

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 ,外来文化的渗透 , 人们传统的思想观

念 、行为方式受到很大冲击 。年青的大学生更易感

知社会的变化 ,思想和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

高校德育工作者 、学生管理工作者 ,应努力探索我国

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新思路 、新途径 ,全面把握当

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 ,深入探究其根源 ,采取可行有

效的教育对策。

一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深

深印上了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烙印 ,其主流是好

的 ,但也呈现出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 ,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征:

第一 ,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 ,积极上进 ,接

受新生事物快 ,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关心国家的前

途命运。香港 、澳门顺利回归 ,申奥成功 ,神州五号

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等 ,大学生们无不欢欣鼓舞 ,倍感

自豪 。另一方面 ,许多大学生也明显呈现出主流意

识淡化 ,信仰多元化 ,偶像多样化的特点 。雷锋 、刘

胡兰 、张海迪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形象 ,在部分大学生

心目中逐渐淡忘 ,虽然学校 、媒体还不时地宣传灌

输 ,但他们内心已很难接受。不少大学生现在崇拜

得更多的是歌星 、影星 、球星 、大款等 ,在价值取向

上 ,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 。如现在一些同学表现出

对金钱的崇拜 ,对影视明星的生活方式羡慕不已 ,以

致对他们的流行服装 、发型 、语言都盲目模仿。

第二 ,充满自信 ,渴望成功 ,立志成才;但也有一

些学生不愿付出艰辛的努力 ,缺乏顽强拼搏的精神 、

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知难而进的斗志。现在的青年大

学生比较自信 ,他们对自己 、对未来充满信心 ,认为

现代社会给他们成功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对自

己未来设计许多都要求过高 、脱离实际 ,对困难和不

利因素估计不足 ,缺乏克服困难起码的毅力和恒心。

有的学生渴望一夜成名 、一夜暴富 ,幻想投机取巧 、

走捷径 ,“怕吃苦” , “不能吃苦” ,缺乏艰苦奋斗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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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第三 ,渴望友情 ,希望理解和沟通 ,但有很多学

生自闭心理严重。现在在校的大学生 ,基本上都出

生在 80年代初 ,大多是独生子女 ,在精神和情感生

活方面 ,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愿主动关心别人 ,希望并

等着别人关心自己。许多同学间关系平淡 ,集体荣

誉感不强 ,对团 、班组活动热情不高 。

第四 ,思想上要求独立的意识很强 ,但在行为

上 ,独立和自理的能力不强 ,他们不愿受学校 、家长

的约束 ,喜欢我行我素 ,要求个性独立。从积极的一

面来讲 ,能独立思考 ,不盲从 ,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和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 ,很多学生独立的能

力又较差 ,不会洗衣服 ,叠被子 ,过惯了衣来伸手 、饭

来张口的日子。不少新生刚到校时 ,开始比较兴奋 ,

脱离了家长的管束 ,感到自由了 ,但没过多久就愁眉

苦脸了 ,因为平时习惯了生活上由父母代劳 ,现在一

下子变成要完全自理 ,就不知所措 ,经常打电话给父

母诉苦 ,以至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第五 ,趋于务实 ,讲究实效 。不少学生讨厌说废

话 ,搞形式 ,事事讲实效 ,时间观念 、效益观念很强 。

选择动机时 ,马上考虑到效果 。如许多学生在选择

自己的专业时 ,就能考虑到将来的就业 ,这在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面对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的条件

下 ,无疑是优势。但是 ,他们在自我价值取向上 ,又

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 ,往往把经济活动

中的交换原则运用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如与同

学交往 ,不少是看中对方的家境 ,愿意和家庭富裕 、

有社会地位的同学交往。这几年不少同学积极要求

参加业余党校学习 ,努力争取入党 ,这本来是个好苗

头 ,但深入了解 ,一部分同学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将来

党员好找工作 ,入党动机不纯 , 带有明显的功利主

义 、实用主义色彩 ,而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心理深厚

的人 ,对社会自然就缺乏责任感。

二 、思想意识中消极面之成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 ,但

思想上的消极面也不容忽视。探寻教育对策的前提

是弄清造成学生思想上消极面的原因 。

原因之一:偏重教书 ,忽视育人 ,对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学校未能摆正教书和

育人的关系 ,不少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 ,忽视

学生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健康 ,不重视德育和思想政

治工作 。

原因之二:德育内容针对性不强 ,方法 、手段陈

旧落后 ,难以入脑入心 。目前高校学生德育的主渠

道是政治课 ,但大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程不感兴趣 ,有

时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死记硬背一些内容 。造成这

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教材内容和讲授内容陈

旧过时 ,脱离实际 ,课堂上听的和现实中看到的不是

一回事 ,影响了教育效果 。二是思想教育缺乏层次

性 、针对性 ,忽视侧重点 。如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的教育 ,大 、中 、小学生要求差不多 。三是思想教育

的方法单一 ,手段落后 ,缺乏形象直观 ,没有感染力

和渗透力。

原因之三:舆论导向的负面影响 。电视 、报纸及

其他媒体宣传上的片面性 ,以及过多宣传炒作一些

不健康的方面 ,严重影响了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歌星 、影星铺天盖地的宣传 ,不断灌输到思想不成

熟 、鉴别能力较差的学生大脑中 ,只会产生成千上万

的歌迷 、影迷 ,而真正的英雄模范人物反而被不屑一

顾 。

原因之四: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配合

不够 ,缺乏良好和谐的教育环境 。在现代社会 ,学校

教育尤其具有全社会性。然而现实是 ,其他教育与

学校教育相悖的现象比比皆是。家长对子女不恰当

的期望 、父母离异 、不少家长一心只顾挣钱和玩乐 ,

社会环境中的黄赌毒现象等等 ,无时无刻不在负面

影响着我们的年青人。

三 、建议与对策:寻求有效的
德育工作新思路

　　作为未来社会栋梁之材的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

长 ,直接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寻求有效的德

育工作新思路和新方法迫在眉睫 ! 对此 ,应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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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

1.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学生明理。

德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弘扬主旋律 ,加强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 。在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时让学生认识到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有民

族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从而树立自强不息 、报

效祖国的奋斗精神;在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 ,不仅要

使学生树立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处理好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国家利益的关系 ,更要使他们明

确自己是社会的主人 ,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 ,加深大学生

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的认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通过

学习和教育 ,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 ,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

2.以务实的方法引导学生向上。

高校德育工作能否取得实效 ,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学生的生活经

历 、接受能力 、生活习惯 、性格特点都存在一定的差

异 ,在对他们进行系统教育和日常教育时 ,应该有不

同的内容 、不同的要求 ,采取不同的方法 。要针对不

同性格类型的学生 ,对症下药 , 采取不同的教育方

式。面对个性不一的学生时 ,要注意从个性的核心

特征入手 ,着力培养文明礼貌 、自尊自强 、严于律己 、

谦虚谨慎 、克己奉公 、勤俭正直的优良品格 ,坚决克

服那些自私 、粗暴 、懒惰 、自傲等不良习气 ,从而使学

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健康成长。此外 ,要赢得学生的

信赖 ,要做到情感相通 、心理相融 。在德育工作中 ,

不但要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 ,还要注意运用学

生身边的人和事教育 、影响学生 。总结和发现学生

党员 、干部 、标兵身上的闪光点 ,组织不同规模 、不同

形式的思想交流会 ,发挥他们在政治思想 、道德品

质 、专业学习方面的带头作用 、示范作用 。

3.以高尚的情操感化学生自律。

如果说理是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 ,那么关心体

贴则是进行教育的感情基础 。现实中我们常常会遇

到这样的情况 ,同样是讲道理 ,可有的人讲 ,学生爱

听 ,乐于接受;而有的人讲 ,学生就不爱听 ,不愿意接

受 ,甚至反感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和

学生没有建立深厚的感情 ,学生往往不信任他。那

么怎样与学生建立深厚的感情呢 ? 教学 、管理工作

者对学生在思想上予以教育 、引导 ,在学习上予以辅

导 、帮助 ,在生活上予以指导 、关心 ,从而就能逐步建

立起朋友式的师生情感 。这样我们在做学生工作

时 ,无论你是批评也好 ,鼓励也好 ,提出希望也好 ,学

生都能愉快 、真心实意地接受。高校教师无论在思

想政治 、道德品质上 ,还是在学识学风方面 ,都应以

身作则 ,率先垂范 。以良好的师德师风为学生示范 ,

以高尚的情感感化学生自律 ,引导他们构建他们自

尊 、自信 、自主 、自强的人格 ,确立自我设计 、自我实

现 、自我超越的价值观 ,树立报效祖国 、报效社会的

宏伟志向 ,培养精诚敬业的精神 。

4.以良好的环境陶冶学生成才 。

大学肩负着培养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文化知识

过硬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要牢记江

泽民同志提出的“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

的好奇心 、求知欲 ,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 ,保

护禀赋和潜能的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要始终

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 ,制订切实可行的德育

工作规划 ,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 ,

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弘扬 ,学生的特长得到显现 ,学生

的潜能得到开发 ,培养自信 ,提升素质 ,丰富精神世

界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潜移默

化的教育作用 ,开展丰富多彩 、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

活动 ,正确引导校园的舆论导向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 ,加大校园自然环境的治理力度 ,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 ,加强纪律约束 ,杜绝歪风邪气 。切实保证学生有

一个安静 、和谐 、健康的学习环境 ,并加强与学生家

长的联系 ,共同做好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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