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12月09日 星期四 

【首页】 关于学会 组织结构 新闻资讯 研讨交流 学术研究 学会刊物 精品课程 
blogo_inside...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重庆科技学院    向守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历史观、社会观，它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

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成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社会问题的锐利武器。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为指导。 

一、理想信念教育要紧密联系人民利益 

一些大学生认为理想信念抽象、虚无，谈理想信念太遥远、太不切合个人的实际利益，因而对理想信念教育缺乏积极性、主动

性。这实际是对理想信念的最大误解。 

理想信念是利益的最高理论反映。唯物史观的利益分析直截了当把理想信念还原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马克思说：“人们奋斗

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这个革命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恩格斯

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承载利益的奋斗目标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三观”意识在奋斗

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对关系利益实现的理论的真实性和实践行为正确性的确认或坚信。理想是对利益的形象描绘，信念是对

利益追求与实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表达，两者在人脑中总是同时出现，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理想富有情景性、激励性，易

调动人们对未来利益的追求，信念更具有理性的力量，能够使人坚持既定选择，做到百折不挠。两者结合，才能发挥充分的效能。

理想信念一旦为人们所自觉确立，就必然成为争取和维护人们利益的最强大精神武器。反之，抛弃理想信念，小则误人误己，大则

贻误天下。 

理想信念教育要让学生接受利益考验。人民的利益限制和规定着个人利益，判断一个人是否树立了理想信念就看他能否在实践

中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能否经得起个人利害得失考验。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知行合一，不仅在理论上讲清集体利

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必须主动利用和创造利益情境来考验和磨练学生的理想信念。学生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矛盾或冲突的情境中必然反复调动自己的理想信念，对利益矛盾或冲突进行认识、分

析、评价和选择。在此基础上，教育者则要引导大学生在这些利益情境中坚持集体主义，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基础

上的辩证统一与和谐发展，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以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二、理想信念教育要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不少大学生视伦理道德、理想信念为枯燥、为无用、为多余，视这样的教育为痛苦，主要原因在于理想信念教育脱离具体生动

的社会关系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理想信念要从经济关系中汲取。众所周知，道德的核心与基本原则的基础正是经济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存在什么样

的利益追求，就有维护这种利益和追求的意识观念产生—— 道德观念与理想信念。人们正是从他们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形成自己

的理想信念的。 

理想信念教育要让大学生认识和接触社会经济关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既要重视课堂教育，又要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

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这

些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去探求他们自己所处的经济关系及经济状况；去了解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去思考

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是如何成为这种经济关系的产物的；去领悟在经济关系多元化条件下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一元化的重

要性。这些实践活动把大学生个人的物质生活融入到整个社会的分配体系中去了，他们理想信念会受到当今市场经济的价值、竞



争、等价交换、市场供求、追求物质利益等基本原则或规律的有力的约制。大学生体验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感受自

己、父母与家庭生活其中的“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加诸于自己的作用，可以权衡自己该汲取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他们在这

些活动中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现状做真实的清算，会重新调整自己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位置、角色，进一步明确学习目的和

动机，选择正确的理想信念，实现他们从现实“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尝试。有了这些尝试，大学生才会面对理想信

念，不再认为这些道理仅仅是书本语言，因为他们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和这些道理对话，接受道理的引导。 

三、理想信念教育要塑造优良人格 

理想信念从经济关系中来，要到哪里去呢？要进入学生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行动中去，要转化为学生的人格，从而支配着

思想和行为。理想信念如果不转化为个体人格，就只能是空话。 

理想信念是经济关系人格化的本质体现。人格是一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特质的独特综合，理想信念居于人格的最高层，是

人格的核心，它驾驭着人格的其他部分，它是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和最稳定、最强大的动力源泉。不同的经济关系产生不

同的人格模型，不同的人格模型其所凝结的理想信念也截然不同。 

理想信念教育要完成经济关系人格化的转变。理想信念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意识，只有借助教育与实践通过个人心理这个媒体才

能内化为个人的心理倾向性。在这种倾向性驱使下，通过个人反复地在人际或对物质世界的行为作用中，逐渐稳定下来，成为个人

习惯的可重复的行为表现，这就是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品德。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情感熏陶、榜样示范、实践体验、行为训练等多种方式，从认识、情

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多端入手或同时并举进行人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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