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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团员意识及思想教育状况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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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们围绕“大学生团员意识及思想状况”对北师大所有院系进

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92份，收回有效问卷168份，经过统计整

理，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了具体分析。 

  调查结论不容乐观 

  调查显示，学生最感苦恼的问题就是就业压力；另外，还有相当部

分的同学因为学习问题而感到苦恼。数据显示，有4成学生最感苦恼的

问题是就业压力。这一结果并不意外，社会上的生存竞争早已为校园所

熟知，共青团的工作应该围绕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来开展。其次，有过

半数的同学因学习问题而苦恼，这种苦恼又分成两个极端：其中一半是

学习压力大，另一半则找不到学习动力，后者更引人关注。不少大学生

奋力杀进大学后，丧失了人生目标和前进动力，缺乏对自己的规划，不

了解社会需要什么，自己欠缺什么，到头来虚度宝贵的大学时光，这也

相应的造成了就业压力大的后果。 

  心理和社会上的压力相应带来了一些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47%的

同学认为考试作弊可耻，自己从不作弊；46%的同学认为成绩与评奖、

保研等相关，作弊可以理解；还有7%的同学认为作弊“没什么大不了

的，我也干过！”现今的大学校园里，逃课现象屡见不鲜，论文抄袭司空

见惯，助学贷款只贷不还… …这些现象表明大学生群体产生了严重的诚

信缺失，作弊只是诚信缺失的表现之一。 

  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他们不仅应当是“知识精英”，还应当

是“道德楷模”，将来要承担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诚信状况

与其中显现出来的荣辱观非常可怕。美国中情局对华《十条诫令》中有

这样的内容：“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 …替他们制造对

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

浅、虚荣为羞耻。” “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

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可见，大学生的荣辱观不仅涉及个人的荣辱

成败，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 

  调查显示，我们的团支部建设，无论是组织建构还是干部配备，都

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从工作方法和工作效果来看却非常一般，团组织没

有真正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中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思考和重

视。同学们认为团支部应该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加强工作：第一，从同学

实际出发，多办有意义的活动；第二，在增强团员凝聚力、团员意识方



 

面下功夫。这与我们日常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 

  对团员意识的调查更加发人深省：第一，大学生活中，6成以上同

学的归属感主要来自于宿舍和班级，团组织的比例最低。这个结果表

明：越紧密的团体越能够给人以归属感。尽管大学生参加的很多活动都

是团组织主办的，但团组织却没有真正融入大学生的思想中去，并没有

在他们的认同视野内。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并寻根究源。第二，同

学们认为团员意识的内容首要是履行义务，其次就是对团组织有认同

感。尽管实际认同度不高，但同学们的认识都是非常到位的，这恰恰说

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 

  目前共青团已有7000多万团员。广大团员对共青团的归属感和向心

力，关系共青团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要广泛开展团员意识教育，引

导广大团员牢记自己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增强他们作为共青团员的光

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广大青年中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种规

模教育是必须的，但更不可或缺的则是渗透在我们青年团员学习生活中

的日常教育。两种形式的教育相互配合，效果才能最佳。人是一个复杂

体，观念的改变才是最难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加强团员意识教育是

一个复杂系统工程。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思想教育对大学生非常重要；大学

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教育的形式是“社会实践”。思想教育比团员意识教

育涵盖的范围更广。85%的同学认可思想教育对大学生的重要性，这对

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件很欣慰的事。同学们认为要开展有效的思想

教育，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就是“社会实践”，这也恰恰说明了受教育者对

于脱节现状的一种无意识的“反抗”。因此，的确非常需要开发与创新喜

闻乐见的思想教育形式，让思想教育渗透于所有的活动之中，而不是为

教育而教育。 

  近7成的同学把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定位于道德观念。这说明我们

的教育是有基础的，有必要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基本上涵盖了道德观念的内容。可见，现在大力提倡树立和践行“八

荣八耻”，无论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有必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 

  对于上述众多现象，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是必须找出现象的根源

所在。我认为，很多问题都出在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

有偏差、误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组织用一定的思想观念、

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

来讲，我们在概念的理解和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误区： 

  误区一：以政治教育取代思想教育。内容上混淆模糊，功能范围紊

乱，可以说是文革的后遗症。在革命战争时期，出于客观和主观的需

要，政治教育的确是我们教育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敌我分

明、立竿见影、鼓舞人心、克敌制胜。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我国以构

建和谐社会为奋斗目标的21世纪，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把握住时

 



代特色和学生需求，以思想教育、德育为重，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当

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放松了意识形态的教育，相反的，政治教育仍

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教育要始终贯穿其中，而且要实现一

种“无意识”的形式和目标。一味的以政治教育取代思想教育，会让受教

育者产生逆反心理，不但实现不了教育目标，而且适得其反。思想政治

教育“万能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无能论”都是错误的看法。 

  误区二，以灌输取代教化。形式上采取简单的方式方法，不是循序

渐进的、引导性的、全方位渗透式的，而是突击的、强制的、缺乏有效

载体的形式化的教育形式。这实质上是对“人”的简单化。在这个价值追

求多元化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追求一刀切式的思想“大一统”，

而是必须考虑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差异，塑造人的灵魂。如果采取“驯

服”而不是“教化”的思路，那么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在高校的党团思想政治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是十

分重要的教育目标和任务。因此，厘清概念本身是一个前提。这个概念

中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它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有目的地对

人们施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它是思想教育与

政治教育相互交叉、渗透、综合并融为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有效提高团员意识和思想教育效果的举措 

  调查显示，大学生们都非常肯定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为什么实施起

来还是事倍功半呢？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结合我们的实际，充分发挥

各种潜性教育功能。潜性教育也称隐性教育，或叫无意识教育，它是相

对课堂教育等显性教育而言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教育观，强调充分运

用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在实

践中，我们感到以下作法效果比较好，可以强化以下方法的运用。 

  让隐蔽课程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师生关系、教师对教学所持的态

度、学校提倡的精神、校内的舆论导向、校园的文化氛围等都会对学生

的思想品德形成不亚于正式课程的影响。西方国家称之为“隐蔽课程”。

以美国为例，他们一方面力求课堂学习与环境教育的目标一致，另一方

面力求校园环境与社会环境一致。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从感情上认

可和接受学校的教育思想，又能很好的适应社会，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灌输与渗透相结合，通过无意识教育增强效果。无意识教育是指教

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在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

文化环境，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和教育。反观我们周围，会发现高校开展的很多活动与思想教育经常是

脱节的：校园文化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却没有有意识地或有效地在其中

渗透我们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真正的思想教育却成了单纯的说教灌

输和简单的学习讨论，脱离了生动活泼的载体，一搞出来就显得刻板教

条、形式化。因此，寻找能够渗透教育思想的适当方式就显得尤为重

要。比如，以知名校友讲述校史和校园文化讲座等方式传播大学精神，

逐渐把学校的优秀文化传统沉淀到学生的思想深处；举行隆重的结业典

礼和学位授予仪式，让学生怀着对母校的感激和眷恋之情步入社会… …

无意识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从细节做起，善于发现与引导，这也就对我



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引导大学生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实现大学生自我教育必须通过有效

的方法。这一方法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实用性、实效性、

自律性、可操作性，另外还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从而达到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说，可以提倡大

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一定要做的事情，如读一本好书、 做一件好

事、帮一名同学、考一个资格证书、写一个调查报告、做一次自我批

评、孝敬一回父母、做一次全面总结等等，让他们在实践中懂得爱与责

任、付出与尊重。可以将这十个“一”的内容转换成大学生的操行评定体

系、党员学生干部的评估体系。 

  大学对人格的培养与塑造是最直接的，也是极其关键的。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者肩上的担子决不在于平日的杂务，而在于以更多样更深刻的

方式引导、培养和塑造每一个从大学里走出去的学生。只有善于思考和

实践，保持开放、年轻的心态，不断探索新的教育理念，尝试新的教育

形式，教育工作者才有可能逐步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更加潜移默化、深

入人心。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永远都有值得发掘的空

间，也是我们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平日说到思想教育工作总让人头疼，

而实际上，让人头疼的并非思想工作本身，而是对待思想工作的态度。

工作的外壳是既定的，但工作的内涵却要靠个人用心去填充。 （董晓

蕾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团委书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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