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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淑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00）
摘 要：大学生道德信仰建设在道德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总体态势积极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并通过知、情、意、行四个维度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大学生道德信仰存在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冲击、网

络媒体错误思潮不良影响、高校道德信仰教育实效性不足、家庭道德信仰教育程度不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

可以通过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营造良好网络空间道德信仰环境、优化学校道德信仰教育形式内容、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等举措来培育当代大学生的高尚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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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ral Belief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WANG　Shujiao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0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belief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oral construction. 
The overall trend of moral beliefs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s posi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urgent prob⁃
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which are manifested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emotion， will， and ac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oral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
fects of Western capitalist valu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rroneous trends in online media，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moral belie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low level of family moral belief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cultivate the noble moral belief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y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reating a good network space for moral beliefs， optimiz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moral belief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thics and famil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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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信仰建设在任何时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

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1］。培养公民正确的道德信仰，引领先进的道德

风尚，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选择。大学生作为特殊

的青年群体，其道德信仰建设尤为重要。本文以大

学生为研究主体，阐明道德信仰内涵及大学生道德

信仰特征，探讨大学生道德信仰现状及其出现问题

的原因，针对大学生道德信仰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

的解决对策，以期为大学生道德信仰建设提供

参考。

一、道德信仰的内涵及特征

科学内涵是任何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明晰道德

信仰的内涵，阐明大学生道德信仰的特征是研究当

代大学生道德信仰现状的首要任务。

（一）道德信仰的内涵

在西方哲学中，moralis（道德）一词起源于拉丁

文中的“mores”（风俗），后由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创

造而成，含义为社会风俗习惯与个体的道德品质。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分为“道”和“德”两个不同

的概念。我国古代不同的哲学思想对道德有不同

的解释。其中“道”最早由我国道教鼻祖老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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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所说的“道”即大义之道，老子认为道是“先天

地生”“可以为天地母”［2］ ，在这里“道”指的是世间万

物运动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儒家的孔子认为“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3］，此处之“德”与我们今天的道

德的含义相近，是指对人的理想和行为的约束与规

范，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孔子的“德”与老子的“道”

的区别在于，“道”强调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德”

强调的是个体内在的主动性。首次出现“道德”一

词是在战国思想家荀况的《劝学篇》中：“故学至乎

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处的“礼”是指

社会规范，意为要想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必须学

习社会规范，并以此处理社会上的人际关系。

“道德”一词发展至今，其内涵不断丰富与扩

充。魏英敏教授将道德定义为：“为个体在社会实

践中形成、关于善恶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

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

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4］。该定义包含三方

面的含义。其一，道德产生是受社会生产关系、舆

论以及习俗的影响。个体生存于社会中，其生存与

发展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受社会的影响。个人的

行为和思想必然作用于他人与社会，必须用道德来

规范个人的行为。其二，贯彻道德意识需要借助外

部力量来进行约束和规范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社

会舆论及国家法律等约束方式可以使道德意识外

化为道德行为，但是这些外部约束不能保证个体时

刻遵守道德，只有个体将其内化为信仰才能坚定道

德信念并在实践中坚守道德行为。其三，道德的内

涵包括善恶对立、规范准则、社会价值观等多种含

义。从道德与信仰的关系角度来看，道德信仰作为

信仰的一种具体形态存在，是信仰的最高层次，两

者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信仰是道德的根本，失去信

仰的道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法上升为道德主体

自觉的价值追求”［5］。高兆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道

德信仰的内涵，他认为道德信仰的核心在于“信”与

“仰”。信为笃定无疑，仰为虔诚敬仰。换言之，道

德信仰是道德情感的最高存在，当道德情感发展到

笃信不疑之时，即为道德信仰［6］。
（二）大学生道德信仰的特征

大学生道德信仰属于道德信仰的范畴，但由于

大学生这一主体的特殊性，使得大学生道德信仰具

有以下特征。

1.共性

大学生作为一个青年群体，其道德信仰首先具

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特征。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大学

生的年龄普遍在 18岁至 22岁之间。较其他社会群

体而言，大学生自身具有受教育年限较长、知识水

平较高、接受新生事物与新鲜观念的能力较强、自

我意识较为突出等特征。因而从总体角度来看，大

学生在道德信仰的构建、确定、发展与实践的过程

中，所受的道德信仰教育更多、整体道德信仰水平

更高；但同时由于其仍然处于青年时期，价值观念

与道德信仰尚未完全成形，因而更容易受到网络多

元价值观与道德观念的冲击。

2.差异性

大学生道德信仰具有差异性的鲜明特征，这主

要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来理解。从内部因素来看，

不同大学生之间由于先天条件特征，如性别、年龄、

智力水平等差异，对待道德信仰的认知水平与建构

能力有所不同。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不同大学生

之间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教育经历等

各方面的差异，其道德信仰的形成、确立、发展与实

践的差异性愈加显著。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大学生逐渐形成有差异的道德信仰，

进而形成不同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

道德行为。

3.时代性

任何信仰都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受时代环境所制约。大学生道德信仰受其所处时

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被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可以说，大学生构建自身道德信仰的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冲突，具有明显的时代

特征和历史必然性［7］。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道德

标准和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大学生道德信仰的内容

和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

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价

值观的多元现象，新时代大学生的道德信仰内容与

选择也更加多元化。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

牢牢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

道德观仍然是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信仰内容来源与

最终选择。

二、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的现状

道德信仰归根结底是一种信仰，属于思想层面

和精神层面的存在。它无法直接被读取，而是通过

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

行为表现出来。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考察当代

大学生信仰道德现状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道德信

仰总体态势积极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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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认知水平普遍提高，但仍存在认知模糊

道德认知是指道德主体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

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

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认知是行为的先导，

道德认知在知、情、意、行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当今

时代，由于大学生成长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

下，浸润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除了家庭教育的

引导与社会环境的熏陶，大学生所受学校教育的时

间更长、内容更加系统专业，因而大学生道德认知

的水平普遍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大学生普遍拥有

较高的道德知识与道德思维能力、能够正确认识现

实的道德关系与道德规范、认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等。但需要看到，在大学生道

德认识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仍然有部分大学生存

在认知模糊的现象。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与

大量网络思潮的影响，传统道德规范与道德关系受

到冲击，出现了多元化的道德行为。一些大学生在

发现自己的道德标准与现实道德实践发生冲突与

矛盾时，便会对自己的道德信仰产生怀疑，道德信

仰发生动摇，从而产生模糊的道德认知。

（二）道德情感体验逐渐丰富，但仍存在情感淡漠

道德情感是指道德主体根据一定道德规范和

道德标准对自己或他人的现实道德关系与道德行

为等进行道德判断时产生的爱憎、好恶等情绪感受

和内心体验。道德情感是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

为的催化剂，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动因。根据教育心

理学的观点，道德情感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直觉的道

德情感、想象的道德情感、伦理的道德情感。当今

时代，随着多元化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出现，大

学生道德情感的体验逐渐丰富。从直觉的道德情

感来看，当代大学生看到老人摔倒却无人搀扶的具

体情境，会产生气愤的情绪；从想象的道德情感来

看，当代大学生想到雷锋、袁隆平等榜样人物，会产

生敬佩之情；从伦理的道德情感来看，当代大学生

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等。但与

此同时，仍然有部分大学生存在以自我为中心、情

感淡漠的现象，如对待老弱病残怜悯心不足、对待

榜样人物敬佩情不高、对待国家与社会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不强等。坚定的道德情感是道德信仰形成

的重要前提，因此，解决这些道德情感问题是培育

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的重要任务。

（三）道德意志力量日益坚定，但仍存在意志薄弱

道德意志是指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

程中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的坚定意志品质和坚强

精神力量。它来源于道德认识，能够调节道德情

感、控制道德行为，坚定的道德意志是道德行为顺

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

意志呈现日益坚定的趋势。例如，当代大学生具有

高度的自觉性与较强的自制力，面对选择时具有果

断性，面对困难时具有坚韧性。自 2019 年底新冠

疫情暴发，到 2022 年底三年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

中，大学生群体展现出高度的勇气与担当。封校时

期，大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对自身行为给予严

格规范。此外，许多大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

务：核酸引导、楼层自治、三餐派送、物资搬运……

这些行为背后正是坚定的道德意志力量在支撑。

但仍然有部分大学生道德意志力较为薄弱，疫情期

间因无法忍受封校的各项规定，违反校纪校规，出

现翻墙出校、不做核酸等不良行为。平日的校园生

活中，也有部分大学生存在容易向困难屈服、无法

坚守目标、抵挡不住金钱利益诱惑等意志力薄弱的

表现。

（四）道德行为实践愈加规范，但仍存在行为失范

道德行为是指道德主体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

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意义的道德

实践。它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外在

表现。当代大学生在正确的道德认知、丰富的道德

情感、坚定的道德意志综合作用下，其道德行为实

践愈加规范。他们遵纪守法、维护公共秩序；勤奋

学习、夯实专业基础；举止文明，倡导社会新风；尊

老爱幼、践行中华美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但由于大学生还处于青

年时期，道德认知还未完全清晰、道德意志并未足

够坚定，面对当前纷扰的社会因素时，部分大学生

难免会做出错误的道德选择，造成道德行为失范的

结果。例如，一些大学生学习上考试作弊、学术不

端等。规避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失范现象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三、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问题形成原因

究其原因，上述大学生道德信仰存在的问题是

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

下四个方面：

（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对我国文化的渗透，例如西方实用主义所强调的

“功利化”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所蕴含的拜金主义、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较为腐朽的道德观念，也同

样传入了中国。这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观产生了

一定冲击。从本质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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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以工具性和目的性为导向，主张把实际获得

效果作为最高追求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影响

下，部分大学生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最终目的，忽

视道德规范的约束，道德评价标准更趋于利己化，

从而丧失对于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从手段与形

式来看，5G 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西方文化的传播速

度，影视作品、短视频等形式使得文化入侵变得隐

蔽。结合部分大学生道德信仰体系尚未完全成形、

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特征，容易受到这些西方

错误道德观念和文化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的道

德信仰受到冲击、发生动摇。

（二）网络媒体错误思潮不良影响

网络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广的显著

优点，已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和手段之

一。网络媒体错误思潮不良影响是当前大学生道

德信仰出现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说，有两

方面的影响路径。一方面，网络媒体大多是私营企

业，以资本逻辑主导，受资本力量的裹挟。同时由

于网络准入门槛低，个人自媒体发展愈来愈甚。不

管是私营企业的媒体平台，抑或是个人博主的自媒

体账号，大多以攫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制造博

人眼球的话题，获取关注和流量。例如一些新闻媒

体只做“标题党”，刻意夸大或扭曲事情真相；一些

网络平台散发、传播暗含不良信息的图片、视频；一

些网红刻意炫富，宣传消费主义与奢靡之风等。另

一方面，网络媒体思潮纷繁复杂，监管难度大。这

些思潮既开阔了大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也造成

大学生坚定道德信仰的困难。面对大量的网络信

息与思潮，部分大学生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从而

影响了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三）高校道德信仰教育实效性不足

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对于

大学生的道德引导和修正具有重要作用。高校道

德教育的实效性是大学生能否构建正确的道德信

仰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高校逐步构

建了较为完善的道德教育体系，在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部分高校在道德教

育的方法上仍然存在教育目标针对性不强、教育内

容层次性不明显，教育形式创新性不足等问题，从

而导致当前我国高校道德信仰教育实效性不足。

从教育目标的针对性来看，大学生道德信仰教育既

要符合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从学生自身

的道德发展情况出发。而当前部分高校存在“一刀

切”的道德教育方式，忽视大学生主体差异性，从而

导致道德信仰教育缺乏针对性。从教育内容的层

次性来看，统一的道德评价标准同样没有考虑学生

的实际情况，道德信仰教育实效性自然会受到影

响。在教育方式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育仍

然是大学生道德信仰教育的主要手段。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学生情况的变化，传统的课堂教育已不

能完全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容易出现教育滞

后、空泛的现象，导致目前高校道德信仰教育实效

性不足。

（四）家庭道德信仰教育程度不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道德养成的起

点”［8］。大学生道德信仰出现问题，与家庭道德信仰

涵育程度不高紧密相关。家庭道德信仰涵育不高

主要是受家庭教育观念、家庭结构、教育方式等多

方面影响。教育观念方面，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

部分家庭重智育、轻德育。部分父母秉持成绩至上

的教育观点，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

和道德情感培养，从而导致一些大学生在过往的家

庭成长环境中，没有认识到道德信仰的重要性，也

没有教育出坚定的道德信仰。家庭结构方面，独生

子女家庭较为容易让孩子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

维模式，如过分关注自我感受、习惯向外界索取等，

这对大学生道德信仰的养成产生了不利影响。教

育方式方面，大多数家长以说教的方式来对孩子进

行道德教育，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造成道德

教育效果不佳。

四、解决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问题的对策

针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出现的问题，可以尝

试通过以下途径予以解决。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

到道德建设各方面，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

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马克思

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以及中华民族优良道

德观念，是对当代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

是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和理想目标。面对西方资本

主义价值观对我国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的冲击，首

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具体来说，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道德信仰教育

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导向通过

多渠道、多路径的活动开展，真正融入大学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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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教育中。“融入脑”以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

平、“融入情”以丰富大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融入

心”以增强大学生的道德意志力量、“融入行”以落

实大学生的道德行为实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丰富内涵更好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二）营造良好网络空间道德信仰环境

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可以引导大学生正确的

思想和行为，满足其健康的心理和丰富精神需求；

不良的网络舆论环境对于大学生的道德实践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具有消极影响，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

规范。面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网络媒体、纷繁复杂的

网络信息和一些错误的网络思潮对大学生道德信

仰的不良影响，营造良好网络空间环境刻不容缓。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方面要发挥人民日报、央视新

闻等主流媒体的思想引领作用，削弱资本对网络传

播的裹挟；另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持续开展网

络清朗行动，建立健全网络法律体系。从社会层面

来看，要进一步强化网络企业和网络从业人员的道

德和法律责任，加强网络热点话题和突发事件的正

确引导，加大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的供给。从个人层

面来看，大学生群体要自觉提升道德素养，坚定践

行正确道德信仰的信心，培养自身在网络信息海洋

中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的能力。

（三）优化学校道德信仰教育形式内容

高校道德信仰教育要充分发挥“软教化”作用，

凸显道德信仰教育的内在主动性［9］。道德信仰教育

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优化学校道

德信仰教育形式与内容，就要“切实贯彻‘大思政

课’理念，遵循‘大思政课’的运行逻辑和建设规

律”［10］。在教育形式上，一方面坚持思想政治理论

课主阵地，创新课程讲授方式，利用现代信息化设

备与多媒体设备，提升课堂趣味性；另一方面，开展

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如征文、有奖问答、问卷调

查、请道德模范人物走入大学校园等形式，树立大

学生正确的道德认知、科学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

使之内化为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此外，学校还可以

通过开展“社会大课堂”、组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吃苦耐劳的良好

道德品行等。在教育内容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现实作为教育资源，挖掘历史上具有优秀品

质的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先进模范人物，用生动事

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优良传统美德，发挥

榜样示范作用。

（四）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

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传承与

弘扬良好家教家风，有利于加强对大学生道德信仰

的培育。父母及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是

家庭教育的主体。他们作为施教者，其教育观念与

教育方式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点。因此，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主要路径是对施教者进行教

育。通过举办家庭家教家风培训班、利用互联网平

台实现家校互通，宣传良好家风的榜样家庭等多种

方式，对施教者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进行引导和

教育。在教育观念上，让施教者充分认识到家风涵

养、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摒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成绩至上”等传统教育观念。在教育方式上，比起

传统的说教，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的道德

榜样才是更加有效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

针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就事论事的引导以及合理的

评价，及时纠正其价值观和道德行为，营造良好的

家庭道德氛围。在良好家教家风的熏陶和感染下，

孩子容易养成积极乐观的性格、面对生活挫折有克

服困难的自信和勇气以及顽强的毅力。而这些良

好的品格正是培养大学生道德信仰的基础。

五、结语

新时代的大学生，身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任。高度重视大学生道德信仰建设问题，关系

到大学生个人命运以及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

正确的道德信仰，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凝聚大学生道德共识，从而使他们形成正确

的道德认知，在此基础上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并

且磨炼出坚定的意志信念，才能在社会道德实践中

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以达到道德自律的目的。大

学生只有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践行道德信仰，养成

自律的好品格，方能做道德自律、人格高尚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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