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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哲学素养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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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价值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强国复兴的基础是多层次、多类型

的人才培养。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主要建设者，培养学生的哲学素养，让学生具备辩证的哲思，

使其能够正确处理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当下各大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应以提升

学生的哲学素养为目的，合理组织教学实践活动，丰富学生思想，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

学会用辩证的眼光、批判的思维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文章对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现状进行了

调查分析，探讨了大学生素养培养的主要内容、意义以及提升学生哲学素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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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党和国家一向重视大学生哲学素养的

培养工作。为实现强国复兴梦，必须坚持大学生的

哲学素养培养，让学生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想的润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

断提高思维能力，认清国情，明确自身肩负的建设

国家的重任。在信息时代下，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

化的新时代，如何正确处理中外文化交流和思想碰

撞，是每个大学生和每个教育者都应该深刻思考的

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

高，综合国力稳定上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未来国家的主要建设力量、新时

代的大学生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头

脑，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正确处理自身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关系，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出积极

作用。 

一、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主要内容 

（一）哲学知识培养 

宋丽萍等学者认为，大学生哲学素养的培养分

为三个层面，即认识层面、实践层面和精神层面。[1]

其中，认识层面是基础，只有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哲

学知识，认识哲学思想，才能再次基础上运用哲学

思维，形成哲学情感和哲学精神。因此，哲学理论

知识的培养是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基础。当今社

会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带来较

为严峻的挑战。应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组织

学生进行哲学知识学习，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

的哲学观点、原理和方法，让学生了解一定的哲学

史和哲学家，开阔学生的哲学视野，激发学生的哲

学学习兴趣。 

（二）哲学应用能力培养 

哲学应用能力是哲学思维外化的能力，是从精

神层面到行为层面的转化，只有帮助学生完成这种

转化过程，让学生掌握哲学思维的运用方法，才能

达到思维指导行动的效果。因此，哲学应用能力的

培养是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根本目的，应坚持哲

学实践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合理组织教育教学活

动，根据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在时间层面科学的

运用哲学原理，让学生用哲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

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运用，引导学生在实践

过程中，加深对哲学思想的体会，在实践过程中不

断总结和提高。[2] 

（三）哲学思维培养 

哲学知识的学习和哲学应用能力的培养都是让

学生形成哲学思维的过程，是哲学素养培养的内化

阶段。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维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

直面问题、反思问题，并在反思的过程中，迸发出

新的思想观点。在哲学思维的训练过程中，应在追

求哲学智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宏观思维、围观思

维、本质思维、独特思维等思维方式，不断丰富哲

学知识储备，不断加强哲学思维运用。哲学思维的

形成可以让学生在思考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问题时，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转

变为具有张力和平衡的辩证思维方式。另外，应注

重通过哲学思维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未来国家的建设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从

而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3] 

（四）哲学情感培养 

哲学情感培养是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基础，

也是从理论层面向情感层面的转化，学生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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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诚信、自尊等品格的形成，可以从哲学思维

中找到根源，哲学素养的培养，可以使学生具备高

尚的情怀，让学生学会自尊和尊重他人，学会自爱

和关爱他人，学会思考和理解他人。哲学情感的培

养，可以让学生将来走出校园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更善于与人交往，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

醒和理智，形成谦逊有礼、不卑不亢的大格局。同

时，哲学情感的培养也有利于学生正义感、责任感、

同情心的培养，让学生具备更多的积极能量，促进

社会的健康发展。[4] 

（五）哲学精神培养 

精神层面是哲学理论内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精

神的形成，可以让学生形成坚定的信仰。在功利主

义和拜金主义普遍存在的当今社会，信仰的缺失已

经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我国社会现

阶段的现实情况是，有少数一部分人信仰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有少数一部分人信仰佛教、基督教

等宗教主义，有少数一部分人具有自己独特的信仰，

但是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没有信仰。信仰是一种

长期固化的信念，是人重要的内在动力，信仰的缺

失，是造成许多人盲目从众、精神脆弱的主要原因。

大学生是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具备具备正

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抵得住诱惑，抗得住打击，最终实

现自我价值。因此，哲学精神培养对大学生的自身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二、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意义 

哲学素养的培养对大学生人生观、社会观、价

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具备较高的哲学素养，可

以使学生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时更加得心应手。

哲学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通过

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哲学内容博大精深，对人的

思想、道德、心灵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指导价

值。哲学素养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具备哲学思

维的人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大学生年

纪尚轻、人生阅历有限，但是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

较高的求知欲望，因此是一个可塑性较强的群体。

在这一关键时期，必须重视学生哲学素养的培养，

通过哲学思想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认识自身价值，摆正自身立场，在正确的道路

上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加强哲学素养培养，

可以使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规划人

生道路，保持正确的航行，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

身素养的全面发展。[6]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离不开创新这

一原动力。改革需要创新，发展需要创新，实现国

家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更需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加强大学生的哲学素养培养，也是促进

其创新思维发展的重要途径。应以培养创新型人才

为目的，合理利用教学资源，促进学科的相互渗入

和相互融合，在此过程中迸发出新思想、新创意，

得到新的发现，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哲学不

是让人变得深奥，而是让人恢复天真，激发最原始

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出科学探索的欲望，获得创新

能力的提高。 

三、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加强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本文在搜集相

关资料和开展调查活动过程中，着重对大学生哲学

素养培养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

出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

校方对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重视度不够，二是哲

学素养培养内容实用性不强，三是哲学素养培养缺

乏吸引力。[7] 
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院校中，超

过 40%的学生认为学校对哲学素养培养不够重视，

少数参与调查的院校没有开设哲学课程，还有相当

一部分院校将哲学课程作为选修课，而且课程形式

单一。大多数学校仅仅开设了哲学课程，很少组织

学生开展讲座、研讨会、征文等哲学素养培养活动。

另外，在学生之间更加缺乏对哲学素养培养的重视，

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会自主通过书籍、电视、网络等

途径有意识的提高自身哲学素养，超过 60%学生的

哲学素养培养主要来自于学校开设的课程。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开展的哲

学素养培养内容的实用性不强，与现实存在较大差

距，不能在实际的生活、学习中为学生提供有效指

导。27%的学生评价哲学课程只重视理论说教，缺乏

对哲学智慧的启迪。一些教师在开展哲学教学过程

中，空话、套话不断，并要求学生强记哲学理论观

点，从而造成 39%的学生对哲学课程学习缺乏兴趣，

甚至产生厌烦。 
当代大学生的个性较强，思维敏锐，对新鲜事

物的接受能力强。同时，也容易对单一固化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形式产生乏味感。调查结果显示，认为

目前学校开展的哲学素养培养方式缺乏吸引力的学

生达到了 48%。在对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调查中，

采用“讲授法”开展哲学教学的比例达到了 92%。

能在教学过程中配合使用“自主学习法”、“探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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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法”等教学方法的院校不足半数。[8] 

四、加强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培养理念 

针对目前大学生哲学素养培养的存在问题，必

须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哲学素养培养理

念，矫正以往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和片面性。全

面提高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哲学素养的重视，

围绕学生开展哲学素养培养活动，以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目的，将哲学素养培养

内容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和教育氛围，开展多种形式的哲学素

养培养活动，促进学生哲学思维和哲学应用能力的

提高。[9] 

（二）加强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 

加强校内资源开发、加强校外资源、网络资源

的合理利用。校内资源包括课程资源，党团组织资

源、校园文化资源、学生活动资源等，既有物质资

源，也有精神资源。应充分利用校内资源，组织学

生开展各种哲学素养培养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促进

学生哲学素养的提高。积极引进社会资源和网络资

源，比如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烈士墓等，加强对

先进思想和先进个人的宣传力度，发挥其模范带头

作用，对学生的哲学素养进行熏陶。合理利用网络

资源，为学生自主培养哲学素养提供支持。加快校

园信息建设，对复杂的网络资源进行过滤和筛选，

使学生更容易获得自己所需的学习资源。 

（三）开展有针对性的哲学素养培养 

充分把握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个体差异，针对

学生的发展需求，开展有意义的哲学素养培养。在

开展哲学素养培养的过程中，积极加入时代元素，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提高教育内容的实用性。采取

差异化的培养措施，针对学生道德水平、思想观念

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开展多样

化的培养形式，使哲学素养培养能够最大程度地满

足每个学生个体的需求。 
总而言之，哲学素养培养是当代大学生素质培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价值观念、创新思维的

培养都具有重要影响。应针对现阶段哲学素养培养

存在的不足，积极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不断提高

学生的哲学知识储备量，提高学生的哲学应用能力，

使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哲学思想、哲学情感和哲学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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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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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value,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alize the foundation of our 
power revival is a multi-level, multi type talents.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builders of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cultivating philosophical literacy of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have a dialectical thinking, so that it can correctly 
deal with in lif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work tha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To enhance the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of students and to organize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rich the students' thinking, let the students master the correct way of thinking, from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o 
look at the problem,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The philosoph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iteracy training, the main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iteracy train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students' philosophy accomplishmen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investig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