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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成长的“精神之钙”、生命意义支撑。新时代，技术条件、物质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外在因素及主体精神诉求、生活态度的变化等内在因素对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构成了明显影响。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必须充分把握理想信
念教育的理论逻辑：优先性逻辑———充盈个体性的意义世界，终极性逻辑———认同群体性的意
义世界。在此基础上，应按照优先性逻辑为基、终极性逻辑为要的实践进路开展教育，实现引导
和启发大学生认同群体性的意义世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
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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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1]11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
大背景中，青年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已和过去明显
不同，新时代大学生的气质和诉求也较之以往出现
了明显的新特点。理想信念作为大学生成长的“精
神之钙”、生命意义支撑，在内外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的新时代，必然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何科学准确把
握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成为
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新时代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主要因素

影响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因素诸

多，本文重点通过“纵向比较”（较之以往），从外在
和内在两个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力求对教育环境
作出相对科学、精准的研判和定位。

第一，外在因素方面，新时代的技术条件和物
质生活水平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产生了显著影
响。首先，新时代技术条件的影响。比较而言，改革
开放前，电视、非政治性报纸等尚未普及，大学生
面对的是十分有限的“单向输出”信息，其理想信
念教育因环境单纯而顺利实施；改革开放后尤其
自 20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以来，加
上手机技术的长足进步，新时代我国已经迈进了
“全媒体”时代。在全媒体条件下，青年大学生面临
的信息量较之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多得
多。巨量信息流已经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全
方位、全时段地冲击和渗透着大学生萌动而稚嫩
的心灵。试想，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本该是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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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启发和思悟过程，最需要静思及沉淀，当其
一直遭遇杂、乱、多、快的信息压迫时，结果可想而
知。其次，新时代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相比较而
言，改革开放前，我国物质产品极为匮乏，人民生
活水平比较低下，在难以保证温饱的情况下，大学
生对未来“好日子”普遍抱有强烈憧憬，通向未来
的理想信念教育可谓自然天成；改革开放以来，人
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中国人
民整体上已摆脱短衣缺食的贫困状态。对于大学
生来说，他们将面临好日子“不需期待”、高质量生
活“不足为奇”的生活场景，现实将允许他们“无
需审察”未来，那么通向未来的理想信念教育必
然会遭遇主体动力不足的困境。这正如马克思所
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2]82试想，当大多数大学生都不用再过度关心
生存性利益的时候，他们奋斗的方向（以理想信
念为标志）又将应该如何设定？显然，这对于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而言是一个亟待解决又至关重
要的问题。

第二，内在因素方面，新时代大学生自身的精
神诉求和生活态度对理想信念教育产生了显著影
响。首先，从精神诉求方面来看，新时代大学生的
基本生存压力较之以往时代已经大为减少，其精
神诉求已由以前的“期待温饱”“发家致富”转化为
今天的“生活精彩”“自由自主”。也就是说，新时代
大学生的精神诉求越来越趋向于个体化、个性化
和“诗意化”，即越来越脱离于世俗化的功利性诉
求，强烈要求个体化、个性化的意义建构与价值实
现。很显然，这种个体化、个性化的微观叙事式精
神诉求与理想信念的宏观叙事图景构成了明显的
紧张关系。对此，邓小平曾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
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
想的俘虏。”[3]111这其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
就具有十分突出的宏观叙事特点，而资本主义腐
朽思想的渗透则具有明显的个体化、个性化的微
观叙事特点。因此，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新时
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跨过的门槛。其次，从
生活态度方面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基本都是“00
后”，他们基本没有经历过饥寒的威胁，从小生活
在相对富裕环境中，缺乏大喜大悲的“二级震荡”

体验，生活经历大都平和、富足。同时，随着新技术
和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娱乐化”也已经成为当
今时代人们生活的一个突出表征，这其中的问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娱乐并不是坏事，问题
在于，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
事和深刻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
的精神结构，让人只关心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个
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感受，总之把视野缩小到
个人。”[4]12显然，在相对富足、平稳的生活环境中，
人们容易走向懒散、贫乏、甚至平庸，人们的生活
态度、生活取向更容易倾向于抵制深刻、拥抱浅
薄、安于现状甚至期待放纵等等。近年来，“无所
谓”、“佛系”等“无根化”、“平面化”现象的流行正
是这种生活态度充斥社会的重要表现。无疑，这种
生活态度，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然
会产生影响和冲击。

二、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
逻辑

在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因为
始终存在着社会群体性愿望与自然个体性愿望、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为此，要
顺利实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首先从理论
上厘清这种教育的可能性和方向，即把握理想信
念教育的理论逻辑。

第一，优先性逻辑：充盈个体性的意义世界。
由于内外因素影响，新时代大学生对于内含宏大
叙事特质的关涉国家、社会、民族的理想信念具有
天然的“免疫能力”和“疏离感”。试想，要将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这些关涉理想
信念的概念图景嵌入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之中，并
使之成为他们的长远奋斗目标，是何等艰难。为
此，新时代要顺利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就必
须正视现实，具体地说，要正视与理想信念之宏大
叙事相对的个体世界之微观叙事这个现实，从个
体性、个性化、微观化的世界切入，不断充盈其中
的意义世界。也就是说，只有个体的意义世界之充
盈得到保证，个体的意义世界是明确的、积极的、
上进的、饱满的，才可能促使个体去追寻自身之外
更加宽广的意义世界———理想信念；反之，如果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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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意义世界是灰暗的、消极的、堕落的、空虚的，
不可能激励其再去追寻自身之外更加宽广的意义
世界。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得以顺利
实施的基础和前提，这可称为优先性逻辑。至此，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充盈是否可能？答案显而易
见，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
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
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
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247也就是
说，每个社会个体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主体性存
在者，他们的一切活动（行动）都被赋予了主体性
的尺度。因此，只要通过合理、科学的理想信念教
育和启发，大学生完全能够理解真理的奥妙，最终
促使个体自觉行动以充盈自身的意义世界。

第二，终极性逻辑：认同群体性的意义世界。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在充
盈个体性意义世界这个优先性逻辑之上，促使大
学生认同具有群体性特点的意义世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等，
并自觉以这些理想信念作为自身生存和奋斗的动
力源泉、目标指向和根本支撑。因此，认同群体性
的意义世界，这可谓是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的终极性逻辑。这是党和国家培养新时代大学
生的主要目标，也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
保证。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
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
富。”[6]323显然，其中的“信仰”和“精神财富”，其核
心就是本文所言的群体性意义世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那
么，问题在于，大学生认同群体性的意义世界是否
可能？答案同样显而易见：完全可能。因为从根本
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
理想信念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人类社
会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实践已经充分表明，马
克思主义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对此，邓小平曾强
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
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3]382试想，对于新
时代大学生来说，他们都具有相对丰富的知识基
础，理论学习经历完整，认识和理解、接受和认同

一门科学，这在理论上讲不成问题。但是，不成问
题不等于没有问题。在技术条件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学生受到外部各类思潮及话语的影响深刻，加
之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提高及主体诉求、生活态
度的变化等因素交错夹击，大学生认同群体性的
意义世界可谓挑战重重。因此，这就要求运用适切
的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来启发大学生真正理解并能
自觉践行群体性的意义世界。

三、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
进路

循第二部分所述，为实现终极性逻辑，认同群
体性的意义世界，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应
按照优先性逻辑为基、终极性逻辑为要的实践进
路来开展，具体如下。

第一，教育的内容设计方面，应坚持“从个体
到群体”的原则。在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设计方
面，应引导启发学生在充盈个体生命意义的基础
上逐步认同宏观的群体性意义世界。其一，以个体
兴趣为内容设计的切入口。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特
别是“00后”大学生的个性诉求特点，理想信念教
育的内容设计不应“单刀直入”，就理论讲理论、就
理想信念讲理想信念，而是应该首先关注学生个
体的心灵状态。即围绕着“将学生培养成一个热爱
生活、充满好奇心和热情的个体”来设计教学内
容，将“激发学生个体的兴趣”作为内容设计的首
要任务，以此来激发大学生自觉省悟、体察，努力
成为一个有追求、积极上进的个体。其二，以精当
而有效的阐释为内容设计的落脚点。对此，应该全
面提升教育的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伟大的革命
导师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
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从而“只有用人类创
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
共产主义者。”最终，“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
念。”[7]347-348问题在于，在和平时期，尤其是新时代，
如何用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等知识来解释今天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践，解释今天中国的行进道
路选择等，从而提高大学生对理想信念这个群体
性意义世界的学理性认知。这就要求针对新时代
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在阐释时重点提高内容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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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和感染力，譬如可将理想信念的宏观叙事蓝
图和理念转变成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小故事、短视
频、寓言、情景剧等微观叙事题材。

第二，教育的手段实施方面，应坚持“从体验
到认知”的过程。在具体实施理想信念教育时，应
坚持由实践到理论、由活动参与到知识提炼的过
程步骤。如前所述，对于新时代大学生而言，他们
是在技术条件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即时性的“信息流”、生活的
“无期待感”幽灵般冲击着他们的个人世界，加上
精神诉求的微观叙事倾向、生活态度的“平面化”
等主体气质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有
效抵制这些内外干扰因素开始，从激活和充盈个
体微观的生命体验切入，进而引导和启发其深刻
体察宏观的理想信念，以达到认知和认同理想信
念的结果。对此，高校可尝试顺势而为和主动作为
的教育办法，双管齐下为学生营造体验环境和平
台。一方面，所谓顺势而为，就是利用一些重大的
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置身其中”，切身体验宏观
的、群体性的意义世界。比如，利用近期的中美贸
易摩擦事件等，引导和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使其从中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
此深刻理解和认知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达到“变
坏事为好事”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所谓主动作
为，就是在国家或地区举办的一些重大活动中，鼓
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其中，切身体验宏观的、群体性
的意义世界。比如，通过组织学生以志愿者或表演
者身份参加 70周年国庆庆典活动、大型体育赛事
活动或其他重要庆典活动等，充分激发和唤醒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感、自豪
感等，使其从中自觉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
的辉煌成就，由此深刻理解和认知共同理想和远
大理想，达到“好事更好”的教育效果。

第三，教育的价值定向方面，应坚持“以审美
启发道德”的立场。一般认为，理想信念教育关涉
的是国家、民族、社会、人类历史等宏大的主题，受
教育者真正接受和认同理想信念需要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来驱动，即需要个体强大的道德作为
支撑，所以传统的理想信念教育基本上都将道德
作为其价值定向。但是，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转化的背景下，在超越温饱的基础上，大学生主

体的精神诉求出现微观化倾向、生活态度出现“平
面化”特征，大学生对于单纯的道德“规训”具有天
然的免疫能力，甚至可能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为
此，理想信念教育应该根据这种新变化，超越单纯
的道德“规训”，用“审美意识”启发“道德意识”，即
“以审美启发道德”作为基本的价值定向。因为“一
个真正有审美意识的人，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是最
真挚的人，他们中有的人虽然不谈论道德……一
句话，审美意识，使他们成为最高尚、最正直、最道
德、最自由的人。光讲德育，不讲或不重美育，则很
难教人达到超远洒脱、胸次浩然的自由境界。”[8]114

这种“审美意识”，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教育来说，恰如其分，十分迫切。为此，理想信念教
育应该启发大学生以个体审美的“超越性”姿态体
悟和理解理想信念的宏伟、壮观、崇高与远大，从
中深切感受理想信念带来的自由与洒脱。具体而
言，高校应该大力推动“美育”，并以此作为价值定
向最终有效促进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工作。。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的外部客
观环境和内部主观环境都较之以往时代发生了很
大变化，为确保大学生理想信教育的顺利开展，必
须科学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探索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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