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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与条件的变化，我国

高校大学生的精神信仰也发生着重要的变迁。重塑高校大学生崇高的精神信仰，激发青年大学生的

自我认同，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命运。当前，

重塑大学生坚定的精英意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是当代大学生塑造精

神信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精神信仰；历史变迁；内涵建设

作者简介：田 轶，常州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研究；徐守

坤，常州大学教务处，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向研究。（江苏 常州 213164）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常态背景下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

研究”（项目编号 2015SJB475）、2015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教学跟进”逻辑体系构建与实

践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2015JSJG112）、2016年常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8）01-0094-03

我国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变迁与塑造研究

□ 田 轶 徐守坤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高校青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

的重要力量，培养大学生崇高的精神信仰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精神信仰是人立足于社会的灵魂，

“在当代教育中，若无精神教育，教育将很难取得成

功”。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精神信仰伴随着社会历史

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着变迁，并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本文从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大学生精神

信仰的历史变迁，反思现代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大

众化背景下高校如何重振大学生的理想和奋斗精

神，挖掘他们潜在的精神信仰，使之成为支撑当代大

学生不断奋斗前行的重要动力。

一、我国高校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历史变迁及主

要特点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精神信仰：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除旧布新，结束

了旧的教育制度，对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重新建

立。作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高校大学生，每位大

学生潜意识中都有很强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催使

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责任，树立起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历史使命感，他们在校园中抓

住一切机会汲取知识的养分，奋发向上，图书馆成为

大学生彻夜苦读的重要场所，很多家庭拮据的大学

生为了购买图书，将自己的衣物典当后换取购书费，

“典衣买书”更成为当时高校的普遍现象。强烈的民

族使命感催动着那个时代高校大学生一心读书求

学，立志报效祖国，这从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分配便能

体现出来。那时毕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一个共同的

愿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大学

生毕业分配时最为响亮的口号，这些服务祖国、报效

祖国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当时的高校大学生心底，甚至

有不少大学生主动申请，要求分配到当时条件艰苦的

地区工作，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最光荣的标志。

2.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精神信仰：知识改变

命运。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的物质供给并不富足，

虽然仍然实行国家供给制，但当时大学生的物质生

活仍然相对匮乏，即便如此，高校大学生却不用为各

种费用和未来的就业担心，在当时全部由国家一并

承担，对于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国家还会提供相应

的经济补助。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当

时大学生在精神生活上仍然非常丰富，高校的图书

馆仍然是大学生驻足的主要场所，各类书籍和杂志

成为高校大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此外，诗歌成为当

时大学校园中重要的文化活动，诗歌朗诵会更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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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代高校大学生重要的课余生活。

3.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校大学生精神信仰：学习

标榜实用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在经济体制改

革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浓厚的经济氛围影

响下的大学校园，当时的高校大学生也增添了几分

“现实主义”的色彩，“实用主义”成为这代大学生学

习的动力；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一系列改革措施

的出台，“大学生”“大学文凭”这些曾经令人羡慕的

背景逐渐丧失了社会精英的光环，“精英意识”也在

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逐渐淡化。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逐渐拉大了不同家庭

之间的经济条件，也改变着当时的大学校园，大学生

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少家庭条件

优越的同学开始在吃、穿、用等方面异于其他同学。

这年代的大学生对待学习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

样如饥似渴，“实用主义”逐渐成为大学生学习的动

力。以英语四、六级标准化考试为例，1987年国家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正式

实施使英语与高校大学生紧密联系，不少高校甚至

将英语四级的成绩与学位授予相挂钩，虽然这一政

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

化进程，据教育部相关数据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

后，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逐渐呈现上升趋势，但大学

生并没有因为该政策的推行而表现出学习英语的积

极性，不少高校大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态度仅仅是

为了“过级”，甚至有不少学生将学习英语作为未来

职场发展的重要“砝码”。

4. 21 世 纪 高 校 大 学 生 精 神 信 仰 ：理 想 信 念 模

糊。进入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呈现出

更多的新特点，最大的特点便是“全民教育”的实

现。除了拥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外，21世纪的

大学生还享受着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

生活，大多数大学生不再为高等教育的学费和生活

费而担心，除了日常的基本生活费外，不少大学生还

能将结余的生活费用于同学生日会、聚餐以及购买

自己心仪的物品。21世纪大学生处在前所未有的资

源及信息丰富的环境中，这使得他们能够迅速接触

到新鲜事物，敏锐地把握时尚并追求新鲜事物，随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课堂教学中的幻灯片逐渐被

电脑中的电子课件所取代，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迅

速在高校大学生中普及。科技发展所创造的日新月

异的网络、手机等电子产品消费市场虽然创造了高

校课堂教学的更新与发展，使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

更加便捷，知识面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

加活跃，但也造成了高校大学生在网络、电子产品的

干扰下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度、重视度的快速下降；

同时，21世纪大学生的人生目标和自我定位受到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在选专业的动机、学习动机、择业

观、择偶观等方面折射出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造成

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模糊。

二、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精神信仰重塑的思考

1. 重塑高校大学生坚定的精英意识。曾经的中

国大学生也被国家和人民赋予这样的定位与责任，

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对于精英有着自

我的内在设定。现今的高校大学生对于“精英”存在

着思想上的淡漠，这种淡漠不仅仅在于大学生数量

急剧上升、社会的尊重度不高等引起的变化，而是当

代大学生的内心缺乏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不是

高人一等的思想，而是作为社会公民的基本责任，也

是为身处的世界与未来的发展全力以赴的信念，更

是为全人类共同利益所奋斗的决心和抱负。因而，

在大学生群体中重塑精英意识是高校新时期的重要

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主流价值观与大学生

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

过细致扎实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国

家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坚定正确信念，提升精神

境界”[1]，重塑高校大学生坚定的精英意识。

2. 培养高校大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个体内在精神信仰的外在表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充满着理想，认定自

己担负着建设中国的责任，“为革命而锻炼”成为他

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重要信念。

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也是国外大学精英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和

培养中，仍然更看重大学生的体育而非学术，它们将

本科生的品德和体能作为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核心。

而现今不少高校大学生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影响下，不仅缺乏学习的动力与热情，还成为

大学校园中的“宅男”“宅女”，缺乏重任在肩的责任

感。因而，倡导和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成为

重塑我国高校大学生精神信仰的重要内容，鼓励当代

大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是倡导和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

重要抓手，“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

动，是大学生提高精神生活层次的重要途径”[2]。通过

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深入开展，帮助大学生了解

社会基层生活，从内心体会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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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3页）到收费再到品牌的跨越，是因为信息本

身的价值与市场认可度。反观教育活动，教育者并不

需要直接从学生身上获取经济收益，但同样需要获取

学生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具体而言，校园网络文化建

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就可以从供给侧和需

求侧两个层面，借鉴“内容付费”所代表的商业逻辑。

在供给侧层面，教育者需通过完善内容生产与

激励机制，增加优质内容，提高思想产品认可度。互

联网产品不仅依靠用户个人提供，也依靠专业化的

组织团队生产，如 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
tent）指的是专业/专家生产内容，更注重内容制造的

专业性和制造者的品牌，稳定、优质的信息产品多由

PGC 提供。而在传播、变现过程中，同样存在 MCN
（Multi-Channel Networks）等帮助内容生产者变现的

组织，它们聚拢了海量受众，兼有内容管理、明星经

纪、广告代理、粉丝运营等职能，收取服务费和分成，

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网红经纪公司。反观高校，

同样需要通过发挥好组织者和中介者作用，聚拢一

批具备创新创造才华的内容生产者，建立健全激励

机制，适当塑造“网红”，增加高品质文化作品和意识

形态产品的供给。

在需求侧层面，教育者需聚焦学生碎片化时间

和注意力的分配过程，在“时间、定制、深度、体验、便

捷”等方面形成独特优势，提升优质文化资源、经典

智慧知识的“曝光度”。人们之所以选择为某项内容

付费，说明该内容至少解决了人们获取信息时对于

快速、编辑、深度、个性化、人性化等方面中一个或多

个需求。同样地，想要获取学生的注意力资源，就必

须顺应学生信息消费习惯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产品

的创作、传播上多下功夫，形成囊括热度作品、深度

作品、大众作品、小众作品的文化产品供给格局，适

应学生消费需求。此外，还需对传统文化、经典文化

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传播，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的“曝

光度”，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学生注意力，进而引导其

“慢下来”阅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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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并自觉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动力，

从而推动高校大学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

3. 培育高校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是

一个民族繁衍发展的智慧凝结，是其保持民族记忆、

维持民族认同、传承民族意义世界的重要载体。”[3]民

族文化是承载我国不同时期高校大学生精神信仰的

重要纽带，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精

神信仰发生着变化，但民族文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

响依然存在。因而，重塑高校大学生的精神信仰，可

以通过弘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帮助高校大学生

重新树立目标和奋斗精神，摆脱“安于现状”的局外

感，寻找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价值，重新焕发高校大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进取心。为此，高校应当重新审

视并辩证地看待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坚持客观、传

承与创新的原则对待传统历史文化，提炼中国传统

的优秀文化，并在当代高校大学生中以传统文化为

纽带，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形

式宣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帮

助高校大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精神信

仰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重要变迁，这种

变迁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具有深刻的

社会历史条件与背景。精神信仰代表着个体对待世

界的态度和价值观，重塑高校大学生崇高的精神信

仰，激发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在

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的命运。当前，重塑大学生坚定的精英意识、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是当代大

学生重塑精神信仰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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