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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精神生活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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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既是整个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缩影, 同时又是影响中国今后精
神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生活
层面的缺陷。如何看待大学生精神生活中的问题,文章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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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 人们的物
质生活日渐丰富,精神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是, 人
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精神生活的关注程
度。社会中,信仰危机、政治冷漠、道德滑坡等问题仍
然很突出。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栋梁。他们的精神
生活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成败,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是充
实的、健康的,但也有一小部分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受到
了社会上不良思想的侵蚀, 出现了政治信仰迷失、理想
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价值倾向功利化等一系列问
题,本文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

步的探讨与分析。

一、当代中国大学生精神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倾向功利化。当前, 中
国社会进入转型期,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反映了少

数大学生对事物看待也较为偏激, 不能准确看待以上
诸多社会问题。他们的理想信念也变得模糊, 对自己
的前途失去信心, 对社会政治和社会发展漠不关心。
反映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这些大学生对上大学的目的
模糊不清,没有生活目标,情绪低落, 进而无法形成稳

定、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还有就是价值观扭曲、价
值倾向功利化。一些大学生受到社会中的价值多元化
影响,抛弃了原来接受的价值观,随波逐流。有的大学
生看重眼前利益,而没有远期目标, 对自己的人生缺少
正确的规划。有的大学生缺少文化鉴赏力、推崇西方

传来的奢靡、古怪、变态、暴力文化, 并美其名曰 /个
性 0、/时尚0。还有一部分大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中不良
风气的影响,拜金主义严重,甚至为了金钱, 不惜出卖
尊严、良心, 使得他们原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奉
献、荣誉观念淡化。

其次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相背离。道德意识作
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指导着人的道德活动, 一般来
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拥有先进的道德意识,

但是经过客观地分析可以发现, 虽然大学生具有较高
的道德意识,但是一些大学生的道德认识与其道德行

为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大学生认为令人羞耻的行为是

/请客、送礼0,却有半数的学生表示自己尽管 /鄙视这
种行为, 却也要这样做0。在怎样看待见义勇为者问题
上, 大学生表示 /精神可嘉, 但自己不干 0, 有的学生认
为考试作弊、无票乘车、乱刻乱画、排队加塞是 /不道德
的, 但不妨偶一为之0。大学生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
不一致体现了大学生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

表现为大学生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程度加大, 道德底
线一降再降。一些不道德、不正确的行为, 却被大学生
冠以 /个性0、/相对 0的名义加以理解, 有的甚至得到
推崇。

最后是找不到有效的发泄途径, 造成心理压力过

大。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生理发育越来越早,与之相对
的心理发育却相对迟缓, 大学生在这一时期心理具有
不定型性, 心理变化非常迅速。中央电视台 /社会与
法0频道的5心理访谈 6栏目曾做过大学生精神状况的
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心理问题。主要反映为: 人际焦虑、自卑心理、报复心
重、愤世嫉俗的态度、极端的思维方式等。大学生心理
问题有着明显的阶段性: 一年级集中表现为对新生活
的适应问题, 兼有学习问题、专业问题、人际交往问题;

二年级出现的问题依次为人际交往、学习与事业、情感
与恋爱; 三年级集中在自我表现发展与能力培养、人际

交往、恋爱与情感问题; 四年级则以择业问题为多数,

兼有恋爱问题、未来发展和能力培养问题等。而和城
镇大学生相比, 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更多一些。
不过,大部分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化解了自己的低
落情绪, 迅速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但一小部分大学

生却 /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0,甚至走向极端。

二、当代中国大学生精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分析

要解决大学生精神生活中的问题, 首先要继续深
化改革, 创建有利于大学生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社会
环境。倡导理性消费价值观教育, 倡导理性消费, 坚决
抵制消费主义这种新的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 在全社会开展理性消费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大学

生不仅仅停留在追求感官快乐的精神消费上, 而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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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判断是非的理性标准, 从而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
的理性消费。二是采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落实 /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0原则的时效性举措, 向大学
生讲授消费与市场的基本理论知识,介绍消费品常识,

以及消费品的选择、评价、鉴赏、使用、维修与保护等。
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消费与社会的发展、生态平衡、
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关注社会消费问题, 提高社会责

任感, 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习惯,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其次是培养优良校风,创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高校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 大学生精
神生活大多与其所在学校的文化氛围和教学环境有很
大的关系。因此, 要解决大学生精神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就必须培养优良校风,创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
围。还要注意建立校园红色网站,净化网络环境,请专
门的心理教师和辅导员定期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建立
网络德育工作队伍,优化网络环境。在网站建设中, 高

校应开放一些师生交流的平台,利用 BBS、MSN等软件
建立师生平等交流的互动方式, 积极了解学生思想状
况。关注与大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诸多问题, 及时解
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

再次是建立和谐宿舍文化,提高大学生精神生活
水平。大学生开展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就是宿
舍。宿舍文化和宿舍成员关系对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和
人格完善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 还应进一步加强
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建设,增强宿舍育人的功能。辅导
员、班主任应重视大学生宿舍环境的育人作用,要经常

深入宿舍, 与同学们交谈, 了解大学生思想和心理动
态,关心他们的生活, 化解他们的困惑。

最后是鼓励大学生自助, 学会了解、认识自我的精
神需求。大学生精神生活中产生问题的主观因素就在
于大学生没有办法看清自我, 不了解提高精神生活质

量的方式、方法。因此, 要解决大学生精神生活中的问
题还必须鼓励大学生自助,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要学会了解、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大学生可以通过网
络上的性格测试来了解自己的性格, 也可以通过与自
己的父母、朋友、同学座谈来了解自己都是可以的。同
时, 大学生还应学会通过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奖
惩, 列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优点、缺

点、特长、兴趣等等,从而能够使自己比较理性、客观的
认清自我。认清自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自己。大学生
应该以愉悦的心情接受自己的身心, 建立良好的自我
认知。这是大学生打开心胸与人沟通、积极参与团体
活动的基础。通过接悦纳自我,大学生会提高自信度,

更容易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广泛的爱好,也更有
勇气去接受挑战, 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有良好的
作用。

三、结语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的精神生
活是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缩影,有高尚的精神元素, 又有
精神糟粕,提高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内部党政工

团的齐抓共管这样才能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接班人。本文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相信会对大学生的精神生
活中存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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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and thinking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life at present

CHEN Tao

( Kex in Co llege of H ebe iUniversity of Eng ineering, H andan 056038, Ch 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life is am iniature of the whole menta l life in ch ina, as w ell as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fluencing Ch inese w ays o fmenta l life in fu ture. The prob lem on co llege students. m enta l life reflects the deficiencies
ofm enta l life in current Chinese soc iety from ind irect source. How to v iew the problem on co llege students. m enta l

life? The paper primarily d iscusses and ana lyzes the ex isting prob lem on co llege students. menta 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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