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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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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问卷 进 行 统 计 分 析，反 映 当 代 大 学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的 认 识 程 度 及 其 教 育 效

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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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

求”．［１］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对社会价值取向起着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高校更应该创新教育方法，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笔者通过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设计的调查问卷，将 问 卷 调 查 作 为 一 种 教 育 方 法，同 时 通 过 对 调 查 问 卷 的 统 计 分 析 研 究，

试图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 识 情 况 及 其 存 在 偏 差 等，以 启 发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者 对 现 有 的 教

育方法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教育有效性的途径和方法．

１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问卷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从当前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出发，坚持调查问卷设计的合理性、一般性、逻

辑性、明确性、非诱导性和便于整理、分析的原则，通 过 专 家 座 谈 会、课 题 组 讨 论、在 不 同 学 校 测 试 后 进 行 修 改 而 设 计 的，共

８０题（见附件）．采用李克特量表法，每一题均设５个等级：十分同意、同意、未定、不同意、十分不同意．题型分积极态度和消

极态度２类，积极态度给分：十分同意５分，同意４分，不清楚３分，不同意２分，十分不同意１分；消极态度则 相 反 给 分：十

分同意１分，同意２分，不清楚３分，不同意４分，十分不同意５分．

２　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方法

问卷取自安徽省合肥市的８所高校，８００名学生参 与 了 本 次 问 卷 调 查，回 收 问 卷７７３份，有 效 问 卷７２５份，有 效 问 卷 回

收率９０．６％．数据采用ＳＰＳＳ社会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信度分析、因子分析、Ｔ检验等．［２］

１．１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ｓｉｓ）是指考查问卷调查结果的一 致 性、稳 定 性 及 可 靠 性，一 般 多 以 内 部 一 致 性 来 加 以 表 示 该

测验信度的高低．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测验的结果愈一 致、稳 定 与 可 靠．笔 者 采 用 最 常 用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 数 法 分 析 调 查

问卷数据，结果如表１．信度分析α＝０．８２６＞０．６，说明本次问卷调查信度较高．
表１　调查问卷数据处理与可靠性统计量

Ｎ 百分比／％　　　　　　　可靠性统计量

案例

有效 ７２５　 １００．０
已排除ａ ０ ０．０

总计 ７２５　 １００．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项数

０．８２６　 ８０

α＝０．８２６＞０．６

　　　　注　肩标ａ表示在此程序中基于所有变量的列表方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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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在复 杂 数 据 中 通 过 寻 求 基 本 结 构、

数据化简分析筛选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来反映

原数据基本结构和 特 征．本 文 对 调 查 问 卷 数 据

在分析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基础上，

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２和表３．

表２　调查问卷数据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结果（ｎ＝７２５）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０．７２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６１．６１９
ｄｆ　 ６６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根据学者Ｋａｉｓｅｒ（１９７４）的观点，当ＫＭＯ大于０．９时效果最佳，ＫＭＯ值小于０．５时，不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本次调查问

卷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６，大于０．５，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Ｂａｒ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１６１．６１９，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０．１，达到显

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子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３　因子解释原有指标总方差的情况（Ｔｏ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成份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 累积／％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１　 １５．７４３　 １９．６７９　 １９．６７９　 １１．７９８　 １４．７４７　 １４．７４７
２　 ８．２８８　 １０．３６０　 ３０．０３９　 ９．７７７　 １２．２２２　 ２６．９６９
３　 ６．６７７　 ８．３４６　 ３８．３８６　 ７．７４５　 ９．６８１　 ３６．６５０
４　 ６．０４６　 ７．５５８　 ４５．９４４　 ７．４３５　 ９．２９４　 ４５．９４４
５　 ５．１８１　 ６．４７６　 ５２．４２０
６　 ４．４１４　 ５．５１８　 ５７．９３７
７　 ３．９５３　 ４．９４２　 ６２．８７９
８　 ３．８４４　 ４．８０５　 ６７．６８５
９　 ３．２３０　 ４．０３７　 ７１．７２２
１０　 ３．０２７　 ３．７８３　 ７５．５０５
１１　 ２．７９３　 ３．４９１　 ７８．９９６
１２　 ２．７６０　 ３．４５１　 ８２．４４７
１３　 ２．５００　 ３．１２５　 ８５．５７１
１４　 ２．２４９　 ２．８１１　 ８８．３８３
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５２１　 ９０．９０３
１６　 １．９０８　 ２．３８５　 ９３．２８８
１７　 １．５７３　 １．９６６　 ９５．２５５
１８　 １．２６６　 １．５８３　 ９６．８３８
１９　 １．１１２　 １．３９０　 ９８．２２８

　　　　注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表３表明，调查问卷的因子分析显示前４个公因子只能解释原有８０项指标的４５．９４４％的信息．

表４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及题号

公因子１
题号 因子载荷 题号 因子载荷

公因子２
题号 因子载荷

公因子３
题号 因子载荷

公因子４
题号 因子载荷

Ｘ７ ．５８２ Ｘ４９　 ０．４０２ Ｘ３３　 ０．５６３ Ｘ１　 ０．６４２ Ｘ４　 ０．６７１
Ｘ９　 ０．８０４ Ｘ５０　 ０．６７４ Ｘ３４　 ０．６５５ Ｘ３　 ０．５８４ Ｘ１０　 ０．５３３
Ｘ１６　 ０．４７８ Ｘ５４　 ０．４７２ Ｘ３６　 ０．５９５ Ｘ６　 ０．７７０ Ｘ１２　 ０．５２０
Ｘ２８　 ０．５０１ Ｘ５５　 ０．６５５ Ｘ４４　 ０．５０９ Ｘ１７　 ０．５３３ Ｘ１３　 ０．４２２
Ｘ３０　 ０．４４３ Ｘ５６　 ０．４８３ Ｘ５１　 ０．５６１ Ｘ１９　 ０．３１６ Ｘ１４　 ０．５１６
Ｘ３２　 ０．６３５ Ｘ５７　 ０．４５０ Ｘ５２　 ０．４３０ Ｘ２１　 ０．３８７ Ｘ１５　 ０．５０９
Ｘ３７　 ０．７３３ Ｘ５９　 ０．４５７ Ｘ５３　 ０．７０１ Ｘ２２　 ０．７１１ Ｘ２６　 ０．６３４
Ｘ３９　 ０．５１１ Ｘ６３　 ０．５５９ Ｘ５８　 ０．７３６ Ｘ２３　 ０．６０１ Ｘ４０　 ０．５０９
Ｘ６５　 ０．３７１ Ｘ７４　 ０．７１４ Ｘ２４　 ０．７５０
Ｘ４１　 ０．５６５ Ｘ６６　 ０．４５０ Ｘ７５　 ０．７０５
Ｘ４２　 ０．７０５ Ｘ７０　 ０．７７３ Ｘ７９　 ０．３８９
Ｘ４３　 ０．６９９ Ｘ７２　 ０．６３０
Ｘ４５　 ０．４９１ Ｘ７６　 ０．６２９
Ｘ４６　 ０．４６４ Ｘ７７　 ０．５３６
Ｘ４７　 ０．４０７
Ｘ４８　 ０．６３６

　　表４所列的公因子１、公因子２、公因子３和公因子４分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的４个方面的内容相对应，即

分别对应“社会主义荣辱观”、“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共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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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Ｔ检验

为了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是否存在城乡差别、性别差别、年级差别、政治面貌差别，对调查

问卷进行单样本Ｔ检验，其中显著性水平．
表５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分析表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显著性

男 ２９３．０００　０　 ２０．６２３　０１
女 ２９４．９００　０　 １８．１７２　４５

２．１２１　 ０．０６４

　　表５中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６４＞０．０５，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不存在性别上的认识差异．
表６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乡差异分析表

城乡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显著性

城市 ３０１．１３０　０　 ３０．３２０　１
农村 ２９８．７４３　２　 ２３．４５２　１

１．２０４　 ０．１２４

　　表６中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２４＞０．０５，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不存在城乡差异．
表７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年级差异分析表

年级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显著性

大一 ２９３．５６２　０　 １０．５９８　２
大二 ３１０．２５６　１　 １９．３５８　６
大三 ３１１．０００　７　 ２３．１２４　８

３．７３５　 ０．０３２　７

　　表７中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３２　７＜０．０５，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存在年级差异，高年级学生显著高于

低年级学生．
表８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面貌分析表

政治面貌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显著性

普通学生 ２９７．２３０　５　 １６．４３８　７
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３６５．９３２　６　 ２６．３２５　１

４．３５８　１　 ０．０２５　０

　　表８中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２５＜０．０５，表明大学生中党员及入积极分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显著高于普通同学．

３　调查结果与思考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辅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法，了解到当代大学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基本正确，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遍认同，有着强烈的成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这些都是

从他们了解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具体事件中发出 来 的，这 与 笔 者 在 教 育 教 学 实 践 中 的 体 会 是 相 同 的：大 学 生 对 现 实 的、具

体的东西比较关注，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比较感兴趣，而说到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时则显

得有些茫然，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他们来说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东西．从表３可见调查问卷的因子

分析显示前４个公因子只能解释原有８０项指标的４５．９４４％的信息．表４可见，所列的公因子１、公因子２、公因子３和公因

子４分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的４个方面的内容相对应，即分别对应“社会主义荣辱观”、“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共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同时，从表７中可见，高年级学生对大学生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明显高于

低年级学生；从表８中可见，大学生中党员和入积极分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明显高于普通同学．
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的 教 育 是 有 成 效 的，但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提 高 教 育 的 实 效 性．还

必须从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高度凝练；在教育教学 过 程 和 内 容 方 面，还 要 更 加 贴 近 社 会 实 际 和 大 学 生 实 际，使 社 会 主 义 核

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科学性而不失亲切 感、真 实 性 而 不 失 可 信 感、现 实 性 而 不 失 距 离 感；还 需 在 分 层 分 类 教 育 等 方 面 下 功

夫，以此带动和引导更大范围的教育成效；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宣传、褒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和事，以营造

一种旗帜鲜明地赞成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摒弃什么的社会氛围．

附　安徽省大学生价值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第一部分 个人信息

请在符合您的选项上划“√’或在横线上填写相关信息．
１．性别：
口 男 口 女

２．年级：
口 大一口 大二口 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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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庭所在地：
口 农村口 城镇

４．政治面貌：
口 共青团员 口 中共党员 口入党积极分子口群众

第二部分　核心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评价

１．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慰籍 ４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２．人活着首先是为了一种精神追求 ４２．诚信是为人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

３．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４３．在图书馆学习时，把手机铃声调成振动或静音

４．多党制不适合我国国情 ４４．奉献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５．我没有偶像 ４５．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６．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难以达到 ４６．人的名声与尊严比生命还重要

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４７．帮助陌生人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品行

８．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作用 ４８．积德行善可以造福后代

９．别人信教的选择应该受到尊重． ４９．不择手段取得成功的人也会有真正的幸福

１０．马克思主义可以在我国长期发展 ５０．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应做违法的事情

１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 日 益 多 元 多 变，指 导 思 想 也
应该多元多变 ５１．其他优秀民族办到的事中华民族都能办到

１２．西方国家倡 导 的 自 由、民 主 是 适 用 于 一 切 国 家 与 时
代的普世价值，应大力弘扬． ５２．人类无论什么民族都是平等的

１３．马克思主义对普通百姓来说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５３．雷锋在新时期已经不合时宜

１４．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 ５４．现在，读大学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前途很光明

１５．民主、平等是人类追求的根本目标 ５５．同学之间，节日或者生日 互 相 送 礼 物、请 客 吃 饭 是 必
要的

１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自豪 ５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１７．没有理想，就谈不上享受生活 ５７．学校的开学典礼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

１８．毕业后我愿留在城市，不愿意到基层去工作 ５８．我支持大学生创业

１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理想 ５９．我和同学关系非常融洽

２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６０．读大学就是无所事事挨岁月，吃喝玩乐等文凭

２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步融合，走向趋同 ６１．人活着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２２．共产主义是非常遥远的事，对它持怀疑态度 ６２．做人就是要出人头地

２３．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为社会做贡献，报效祖国 ６３．生活是否幸福主要是看自己的体会

２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使我们国富民强． ６４．只要贡献大于索取，我们就应该肯定

２５．争取做大事，不要争取做大官 ６５．跟着多数人做事，即便错了也可避免严重后果

２６．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 ６６．友谊其实是相互利用，不能把它看得很重要

２７．私有化是我国未来的必然趋势 ６７．光宗耀祖对一个人的人生很重要

２８．同学们都非常爱国 ６８．家庭美满幸福应是学习、工作的唯一目标

２９．目前，我国社会形势严峻，面临危机 ６９．工作和家庭幸福发生冲突时，应首先选择家庭

３０．我喜欢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 ７０．接受高等教育是人生成功的一半

３１．到国外发展比留在国内更有出息 ７１．对一个人的成功而言把握机会比努力工作重要

３２．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 ７２．大学作弊是很正常的行为

３３．可能的话愿意移民到发达国家 ７３．现代社会，追求平淡，拒绝高尚

３４．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老弱病残幼，主动让座 ７４．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非常强烈

３５．即使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也不应该发动战争 ７５．勤俭节约在中国已经失去意义了

３６．生活中，即使自己吃亏，也应该帮助他人 ７６．国家的兴旺发达应该寄托给领导者

３７．忠孝观念已经过时 ７７．竞争与合作很难两全

３８．没有钱，就谈不上享受生活 ７８．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是违法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

３９．在外读书，每周都打电话回家问候父母 ７９．国家至上的观念应该深入人心

４０．职业道德应该在社会中大力弘扬 ８０．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为国家节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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