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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看高校辅导

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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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淡漠、

生活方式散漫、职业理念模糊等方面，其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辅导员与学校

相关教育部门的更多支流形成合力，更有效地影响和带动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使其在面对现实生活冲突时，建立起自评、自防、自控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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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个性，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生产力获得迅猛的

发展。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肩负着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将对民族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辅导

员作为学生教育管理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起

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目前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及存在的问题  

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政治、经济、

军事等综合国力的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观进一步趋于稳定，开始出现对社会主流

价值观的理性回归，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成熟稳重的，大多数同学能够健康成

长。但由于大学生正处在青春期，部分大学生思想和观念仍不成熟、不稳定，其

价值观仍在逐步树立的过程中，极易受到网络、影视等各种传媒中不同意识形态

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复杂性与多维性。当各种不同形态、不

同取向的价值观在大学生思想中产生碰撞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困惑。具体表现

在：  

1、关注经济发展，政治观念较强，政治行为冷漠功利  

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喜欢参与政治

活动，而且参加者也多处于被动介入，对于社会的政治热点不够关注，敏锐度不

高。即使学生党员，也有很多不能很好的关注、理解发生的政治事件，有部分大

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  

2、社会评价积极，社会活动参与度高，社会责任感、义务感淡漠  

有机会同学们都会积极参加学生会、社团、志愿者及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对于

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强烈的兴趣，利用假期都希望能够走向社会。但行动带有明显

的功利色彩，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实践经历，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家庭事件

与学校事件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前者。  

3、生活主流乐观向上  

独立自主意识加强，很多同学会利用节假日打工参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但存

在相当数量的同学没有目标，沉迷于网络游戏。恋爱短期现象加剧，贞操观念淡

化，校外租房同居者有增加趋势。大部分同学会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适度消费，

尚存在有些同学消费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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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理念模糊  

职业规划意识较弱，职业观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一般到三四年级才会考虑，缺乏

前期积累。对自己的专业把握不准，学习方向不明确，易于盲从他人的职业选择。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功利性始终占有很大成分，开始从“经济本位”到“个人发

展本位”转变。  

二、引发大学生价值观问题的根源  

任何思想意识的存在都离不开其依赖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社会结

构、利益格局，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影响，加上学校德育的滞后、家庭德育的缺乏和社会文明

的削弱，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倾向，对价值观产生

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综观几方面的因素： 

1、 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引起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各阶层人们利益的调整，使社会

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相应的转型，价值观处于形成期的

大学生处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之中，难免不受其影响。  
2、网络环境、影视文化等传媒的消极影响   
 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性，使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在网上交汇，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利

用其掌握的网络信息传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极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价值标准、意识形态

和社会文化。大学生由于自制力和辨别力有限，其价值观必然受到极大的干扰。一些西

方影视作品传播一些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不一致的低俗文化，渲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个人英雄主义对年轻的大学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3、家庭原因   
 现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父母甚至祖辈在其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关爱，包办了

读书之外所有的事情。在这样的呵护下，自己没有机会去体验社会，不会太多去想自己

的人生规划。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同龄人的朝夕相处，不懂得去关爱别人、尊重

别人、更不会去换位思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集体观念，不能很好的意识到自己

肩负的社会责任，经受挫折的能力很差。  
4、学校德育的滞后   
 中学阶段在残酷的升学压力下，学校教育不断向智力方面倾斜，重考试分数、学习成绩

忽视了思想教育，中学生的价值观表现出一些摇摆，尤其对于大学里将要接受的专业学

习没有太多概念。进入大学之后，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剧烈反弹，

甚至可能读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导致现在某些大学生的价值

观脱轨。  
三、高校辅导员应对学生价值观变化的措施  
辅导员是学生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位导师，也是唯一可以伴随其四年学习生活的导师，

与学生接触 多，联系 广，影响力相对较大，可以与学校相关教育部门的更多支流形

成合力，更有效地影响和带动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自己开放的视野和现代的价值观念，重视学生人格的塑造与个性的发展。在世界各

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并存的背景下，

大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进取心更强。辅导员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即要在尊重不同民

族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价值观教育经验，对学生积极的人生品格和

价值取向给予鼓励和张扬，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教育不能离开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作

为教育者，我们要培养自身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擅常于应用新媒体，新手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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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校园网、利用好各种论坛、博客、QQ、MSN 等与学生交流信息，传递思想。在

对学生的教育引导过程中，避免在价值取向上的“一刀切”，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人格，

拉近与同学的情感距离。  
2、重视辅导专业学习  
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让学生在社会大熔炉中学会选择，

尽早进入职业规划。笔者在工作中发现有很多同学对自己所学专业没有兴趣，自己又找

不到自己的兴趣点在哪，就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无聊的网游上，麻醉自己。辅导员作为

他们的引路人就要从入校开始分析其性格、特长、爱好，帮助其探索职业规划。对遇到

网络成瘾、道德失范的同学要关心其内心世界，关注其尊严。引导学生积极拓展校园生

活空间，参加各类实习、实践，协助专业课教师为学生创造专业实习的机会，让其在实

习中明白自己所学何所用。鼓励同学们利用假期积极投身广阔的社会实践，多参加公益

活动，从中开拓视野，培养其奉献意识、关爱精神，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3、建立学校与家庭联系的纽带 

借助社会、学校、家庭多方面力量的全方位影响、拉动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成长。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是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多力量合成

的结果。高校辅导员要注重调动学校各阶层、广大社会和家庭等的力量，与家长建立密切联

系，形成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综合教育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只有这

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切实有效，才不会出现“5 天学校教育＋2 天校外生活＝0”的结果，当

代大学生才会树立起正确的、积极的、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4、善于利用优秀学生开展教育工作，充分发动学生本身的力量，发挥学生干部、党员的辐

射作用。从高中进入大学，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的学生思想差异很大：

有的对政治有着较大的热情，有的关注经济的发展，有的职业规划意识很强，其中会有一些

政治进步、学习能力突出的学生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他们活跃在校园的各个层次，在同学中

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开展思想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这群学生领袖的作用，强化他们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而让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广大同学中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当代的大学生是 活跃、 富有朝气的社会力量，他们代

表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价值观关系着自身的完整成长, 关系着社会发展的

兴衰，在推动历史发展变化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辅导员身处学生教育管

理的第一线， 能把握学生的脉搏，要积极引导学生形成一个与文化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念

体系，使其在面对现实生活冲突时，建立起自评、自防、自控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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