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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现实磬青年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变动和影响，并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动，要求加强和改进对青年的 

思想政治教育，为青年健康精神品质的发展作出理性手1导，为中国成功参与奎率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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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d~ ogical education ofyouthinthe reality ofglobalization 

WⅡ Xiao—wen．WANG She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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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h'act：The~ealib-of globalization has atIy affected youth in their thinking，mid will continuously affect 

them in the coming years．Th e situation dortrmds U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youth，and givethem a reasonable guidefortheir sound growth of 8pjritual q~ity．This alsomeansto cultivate 

the t~lents in both moral level mid professional ability for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i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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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化现实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市场化的强劲推动下，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其对各国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和久远的。全球化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世界普遍联系和渗透不断加强以及社 

会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一种反映，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但全球化至今仍以西方力 

量为主导，这种主导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而且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 

融人全球化进程中还必须遵循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某些国际标准和规则。在这样的客观环境 

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1．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演变加剧。全球化发展为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方便条 

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经受住考验而纷纷演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 

了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的主要 目标。他们凭借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利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各 

种接触机会，加紧对我进行文化思想渗透。他们千方百计向我们的青年一代美化和推销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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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鼓吹私有化和资产阶级 自由、民主，企图利用全球化新形式达到对我 

“西化”、“分化”的目的。这种图谋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还会加强。 

2．信息全球化的冲击和西方文化强势的压力 现代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 

信息跨国传播和不同文化观念的交流与扩散提供了更加多样和便捷的渠道。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 

程度加深，各种信息、思潮源源不断涌人，难免泥沙俱下，也给黄、赌、毒等不良甚至反动信息的传播 

以可乘之机。信息和文化环境的 染对青年的身心健康起着腐蚀作用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 

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不仅控制着传媒特别是网络信息的主要来源，向世界全天候地传播其价值标准 

和文化理念，而且还大批量生产和出口电影、音乐等精神文化产品，使其流行于世，企图把它们所负 

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情趣推向世界 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致使 

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年很难不受其影响和冲击 我们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教育和宣传模 

式已很难再吸引今天的青年， 

3．国内改革现实的负面效应 在全球化外部压力下，国内正经历由封闭式的计划经济向开放式 

的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实现与国际对接。社会的剧烈变革、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竞争的日益激烈， 

给青年的思想带来了猛烈的冲击。由于经济体制调整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转型期的各项配套改革特 

别是教育体制、就业制度等与青年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少，难免会产生一些消 

极作用。此外，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弱点，盲目性、趋利性又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道德领域的失范． 

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滋长，以及党内不正之风、贪污腐化现象严重等，都会对青年良好的 

思想品德素质的形成造成极坏的影响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影响了青年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当然，全球化给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各国之间 

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状况凸显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利用全球化契机，促进了经济快速 

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为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了教育的说服力。 

同时，全球化的大开放使各国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这不仅促进了青年观念的更新，拓宽了青年发展 

的空问，而且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封闭，通过比较学习，探索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新途径提供 

了条件。 

二、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青年的思想变动状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下汇人这一潮流之中，青年的思想也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1 思想开放度扩大，但文化选择能力薄弱。全球化背景下，青年处于一个空前开放的世界，其 

视野不再局限于周围的人和事。青年的思想趋向更加活跃、自由和开放。他们很少受传统的束缚， 

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经验、新观念，对待各种新鲜事物往往采取一种开放、包容而不是排斥的态度。 

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他们在看世界 

的过程中，开始深人了解西方文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予以确认，对传 

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持肯定态度。然而青年思想上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又使其在接受丰 

富多样的文化影响时难以把握正确的方向，体现在跳跃性和易变性等不稳定特征。由于社会经验 

欠缺，文化选择能力薄弱、批判鉴别力不强，其思想极易受到某些煽动性宣传的干扰。现实生活中， 

许多青年无法不屈从于美国的经济成功、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等扩张强力的诱惑而迷失其中，盲目 

崇拜、试图效仿，却削弱了爱国意识，淡忘了脚踏实地、勤劳俭朴等传统的文化美德。 

2．自找主体意识增强，但社会责任感淡化。全球现代化、市场化的推广，要求人实现和确认自 

己，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竞争主体。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当代中国青 

年的个人主体意识觉醒，这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主。青年一改以往本分、沉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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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将自我融于群体之中的状态，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主张为自己而活，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 

强调独立思考，自主判断、自由选择；注重自我感受，追求独立人格，敢于主张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 

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保护，渴望通过公平竞争和自己努力在参与社会中一展才华，实现自我价 

值，这有利于青年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但也正是在这种El益强烈的主体意识驱使下，加 

上社会中一些不公正现象的误导，一部分青年对自我强调并不十分健全，他们排斥与他人合作，群 

体归属弱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更看中个人的现实发展和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 

的需要，只希望向社会索取而不愿为社会贡献，从而失落了对群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种惟 

我为重的利己之心极有可能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 

3．价值取向务实积极，但功利化色彩过重。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被日益加快的商 

品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潮流所打破，重实效、重现实、讲效益等观念被人们普遍认同。在整个社会 

务实风气的感染下，青年的价值取向也趋于实在。他们由以往追求崇高的理想、关注社会政治和贬 

低实利逐渐转向讲求实际、追求实效、重实用知识和能力、关注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他们对社会 

变革的态度表现的不再偏激、浮躁，而是更为务实、宽容和理性，对待人生也由轻狂、盲从、空泛变得 

冷静、现实、具体，那种形式化的说教和抽象的理论对他们已无吸引力。这些思想变化可以说是一 

种适应社会的积极转变，然而由于市场机制的刺激及西方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青年在务实意 

识增强的同时，又往往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世俗的、现世的、功利的物质目标 ，理想和人文精神 

失落。现实社会中，许多青年出现理想信念模糊淡化，认为只有金钱、权力才是重要的；一味追求超 

前享乐和现时快活，不考虑将来；崇尚感性，轻视理性，追求时髦，讲排场；对金钱崇拜，盲目高消费， 

物欲横流，自私 自利，甚至为达 目的不择手段等，如不加以引导，这种不合理的功利倾向则可能有扩 

大和蔓延之势。 

4．道德认知水平提高，但自律性较差。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实行转轨的过程中，青年思想道德状 

况总体上呈现出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的发展水平 他们普遍认识到道德在凝 

聚国家力量方面的重要性，对社会中以权谋私、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极为不满，对敬业、 

办事公道、诚实信用等符合市场经济合理要求的道德原则认同、推崇；和其他国家青年一样渴望社 

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竞争环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格健全的人。但是面对各 

种社会思潮，信息爆炸和形形色色的道德选择时，由于没有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许多青年在客观 

上陷入困惑与迷茫，难以清楚地辨别是非与美丑，茫然不知所措，而世俗化的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 

各种欲求和渴望，使社会道德内化还不深刻、自我约束力不强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滋长了某些不健 

康的道德意识，出现了一些道德失控现象。近年来，青年中损人利己、犯罪、吸毒等现象增多，青年 

道德滑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抉择 

全球化新的社会实际和青年的思想实际都要求加强和改进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青年健 

康精神品质的发展作出理性引导，为中国成功参与全球化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我们不能 

因前进路上的种种困难和青年思想变化中存在的消极因素而悲观失望，停步不前，惟一正确的选择 

是正视挑战，抓住机遇，探索新形势下对青年思想教育的新思路和新对策。 

1．以理论武装为基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 全球化是充满变化的力量，而且目前全球化现象 

与本质并非完全一致。面对幻象万千的世界，是否具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较 

高的判断力尤为重要。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 

分析方法和正确的评判标准。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体现的邓小平理论切实而透彻地回答了 

当代全球开放、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情况下，中国青年普遍关心的理论和热点问题，为青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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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当代青年重要的思想支柱。因此，要全面正确积极 

地运用这一理论武器武装青年，要做到入脑入耳人心。同时，理论教育还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要注 

意从现实出发，引导青年深刻认识加入全球化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树立 

全球意识，又增强爱国意识，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自觉克服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抵制各种假象的迷惑。既要尊重和满足青年的物质利益 

需求，又要站在理论的高度鼓励他们有理性的人文精神追求，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理想 

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利益、社会发展的关系，认识到艰苦创业 、奋发图强对于民族振兴的必要性． 

从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2．以实践锻炼为依托，强化青年的自律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会有强大的 

生命力。青年面对全球化下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必须提高适应力和免疫力，规范自己的言 

行，增强自制力。而这些能力光靠理论灌输是不会自动生成的，还必须加强实践教育环节 要改变 

长期以来青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被动地位，认识到青年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性并因势利导，帮助 

青年走入社会，了解国情，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参与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己 

思考、观察和分析，发展对是非、正误、美丑的鉴别能力；通过 自我教育，加强自身修养，形成自律能 

力，以不变应万变。例如，当前社会上兴起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就是一种充分尊重青年自主参与意 

识，使青年在个人与社会互动中寻求和谐统一，在实践中达到自我完善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手 

段，应坚持下去 此外，实践教育还要针对全球化新形势，进一步丰富其内容，探索新的有效形式。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都要以发挥青年的自主积极性为前提。 

3 以优化环境为保障，重构青年的精神家园。青年对多样的现实物质生活追求的同时，也充满 

着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他们向往一片纯净的生存空间，然而全球化、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环境污染、 

丑恶现象泛起等负面事实却扭折了青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 

育要富有成效、具有感召力，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精神需求，竭力遏制威胁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 

不良社会因素，使青年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得到净化 一方面，要清理文化市场，清除不良文化现象。 

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查禁制造和传播负面文化的行为，取缔不健康的文化娱乐场所和非法出版物、 

音像制品，堵塞一切可能对青年产生毒害的文化渠道，特别是对进口精神文化产品要严格把关，防 

止黄、赌、毒甚至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产品流入国内市场。同时，要正确发挥大 

众传媒的导向作用，通过媒体大力宣扬科学的、积极向上的内容，与非科学特别是反动的宣传展开 

针锋相对的斗争，要鼓励新闻、电影、电视、出版等单位和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为青年提供内容健 

康、文化品位高的精神食粮。此外，还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消除社会腐败和 

不道德现象，号召大众切实担负起自身责任，提高文明程度，共同转变社会风气，创造良好的社会示 

范环境，使青年在真、善、美的感染下，精神有所归依，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人文素养。 

4．以开拓创新为灵魂，增加教育的科学含量 全球化带来的青年成长环境、青年与外部世界的 

关系以及青年思想意识的变化，必然要求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加以改进和更新。当今世 

界各国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新契机，采用体现现代文明成果的新方法、新的科技手段，影响和争夺 

受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打破传统观念的限制和束缚，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求新求变，改 

进教育方式，特别要在提高科学性上下功夫。一方面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载体，跟上信息革 

命的步伐，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传播方式，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和宣传力度，增强教育的感染 

力和吸引力，提高教育效果；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开放之机，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借 

鉴国外相关领域一切先进的经验和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并在实践中创造适合我国实际，易被青年接 

受的新方法、新途径，实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向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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