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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给侧”理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对策研究

——以嘉兴市大学生为例
*1

胡笳丽 胡文蔚

(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大学生中存在信仰不确定性、多元化、非理性等问题，家庭环境、教育环

境和实践经历是影响大学生信仰形成的主要因素。基于“供给侧”理念，提出了改进高校信仰教育的对策:加强高

校人文教育，提高信仰教育的引领性；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提高信仰教育的精准性；注重高校实践活动的

开展，提高信仰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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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最高存在，大学生正确的信仰能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其实现自我的人生价

值。为充分了解嘉兴市大学生信仰的现状，深入探究大学生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笔者对嘉兴市本级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访谈。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嘉兴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一定数量的学生作为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与

一对一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历时 3 个月，共发放 1050 份问卷，经过标准化筛选，有效问卷 1005 份，有效回收率 95.7%。

一、嘉兴市大学生信仰现状

问卷从“大学生是否有信仰、大学生的信仰是什么、什么时候建立的信仰、在信仰形成过程受谁的影响最大、对形成信仰

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五个方面进行调查。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发现，虽然部分大学生已对信仰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认知，

确立了自己坚定的信仰指引他们的人生方向，但也存在信仰不确定性、信仰多元化与非理性的问题。

(一)信仰的不确定性

调查数据显示，在参加调查的 1000 余名学生中，有 465 人表示“自己有信仰”，占比 46.26%，但这 465 人中有 148 位表示

“有信仰，但说不清楚”；有 282 人表示“无信仰”，占比为 28.05%；有 256 人表示“对于是否有信仰难以分辨，说不清楚”，

占比为 25.47%。可见，表示有明确信仰的人数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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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层次了解无信仰的原因，对 282 位无信仰以及 256 位信仰不明确性的学生进行了逐一访谈，发现大部分无信仰的学生

认为“信仰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信仰没有实质性作用”“信仰与自己没有关系”等；信仰不明确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

对信仰缺乏一定的认知，分不清信仰、信念、理想等概念的区别。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嘉兴市部分大学生在信仰上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仰，

存在基本的自我认知缺失；二是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存在信仰缺失问题；三是对信仰的理解存在认知上的偏差。

(二)信仰的多元化

数据统计发现:“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占 31.4%， “信仰宗教”的占 19.1%，选择“信仰其他”的占 27.1%，其余 22.4%

的大学生选择了“有，但是表述不清”。通过一对一访谈，信仰“宗教”的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较多；选择“信仰

其他”的大学生则有更多的选择，比如选择信仰道义准则、法律法规、科学主义、爱国精神、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金钱至上等。

(三)信仰的非理性

结合问卷数据和访谈结果显示，在选择“信仰其他”的大学生中，18.1%的认为自己信仰科学主义、信仰法律法规、信仰爱

国精神等，81.9%的认为自己信仰自由、感情、自己、金钱、偶像等。通过访谈发现，选择“信仰其他”的大学生，主要是为了

获得主观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安宁，个别大学生的信仰更是跟着感觉走，需要什么就信仰什么。

大学生信仰的缺失，宗教信仰的占比日渐升高，信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金钱主义等，是不可小觑的问题，应该引起教

育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二、大学生信仰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家庭环境、教育环境以及实践经历对大学生信仰形成有重要影响。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在您形成信仰的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或事”这一问题，649 位学生中有 48.2%认为“家人朋友对自己信仰形成影

响最大”。而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其形成宗教信仰集中在小学甚至更早，主要是从小随同家人参与一些宗教活动，逐

渐习惯并接受，家人和家庭环境对其信仰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环境的影响

对“在您形成信仰的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或事”这一问题，649 位学生中有 19.8%认为“老师对自己信仰形成的影响

最大”。通过进一步访谈得知，“选择其他”选项的学生，认为学校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学生中，有 80%

以上提到了班主任、辅导员、党校党课等对其信仰形成的影响。可见，老师和学校在学生信仰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

(三)实践经历的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如汶川大地震、大阅兵、北京奥运会、从严治党和反腐败、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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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等重大事件，对其信仰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书籍、电影多为一些励志及抗战题材的作品，也会促

进大学生确立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等励志性著作以及《建党伟业》《建国大业》

《太行山上》《亮剑》等红色影视剧。

三、基于“供给侧”理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对策

经济学理论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

供给侧，相对于需求侧，是指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模式、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更为有效的

产品。由此，在对大学生开展信仰教育时，可以引入新思路，即从提供信仰教育的“产品”方面，提高有效供给，增强“产品”

的引领性、有效性和准确性，从而培养大学生自身对“产品”的需要，达到教育引导大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更好地服务国家

和人民的目的。
[1]
目前，高校为大学生提供的信仰教育“产品”主要为人文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各种社会实践，基于“供给

侧”理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从高校角度可围绕这三个“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对策。

(一)加强高校人文教育，提高信仰教育的引领性

针对信仰不确定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高校人文教育，提高信仰教育的引领性。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

通过道德教育，可以成长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高校应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即以人文教育来引导和培养人的追求、情感、

精神、个性品质。现在高校的人文教育内容还偏少，授课也以课本理论内容讲授为主，因此，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增加人文教育

的内容，还可建设人文化的校园，共同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
[2]

人文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学生信仰的形成。然而，现在有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学

生的教育很少涉及思想层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因此，提高信仰教育的引领性，

还需做好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教师的政治学习方式和内容，并真正落实“教师，教育教学之主体”地位，努力营造

一个让教师潜心科研、潜心教学的环境，从而带动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

(二)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提高信仰教育的精准性

现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内容不新颖，针对性不强，大学生不能从中真正吸收到课程的精髓。
[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应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为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更为精准的

“产品”。

第一，延伸教学内容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人生规划、时间管理、社会责任、道德品行、爱情观、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国情、世情等方面的内容，也可向大学生传播当前社会提倡的红色思想，还可引导信仰宗教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认

清宗教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第二，创新教学手段与途径。可利用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良好

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实现“互联网+思想政治”的独特育人功能；
[4]
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还可采用情景教学、模拟教学、

案例教学等教学手法，采用讨论式、启发式、问题式等教学方式，尽可能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5]

第三，丰富教学实践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目的不仅在于让学生掌握理论，还要让学生学会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

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方式，引导大学生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注重高校实践活动的开展，提高信仰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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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大学生参与的校园实践活动多为社团与志愿者活动，实践活动主题陈旧，而且以学生自行组织为主，以单纯完成任

务为目的，此类活动过于娱乐化、单一化、表面化，大学生参与面小、参与程度不深，难以形成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信仰

的推动力。
[7]

可精选改进实践活动的设计主题，创新组织方式和载体，让大学生在亲身经历中感悟真知，从而提高活动参与度，为大学

生信仰教育提供更为有效的“产品”。

第一，加强对实践活动主题的设计和选择。实践活动主题的选择离不开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当今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涌

现，应结合社会背景和大学生的时代特点，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大学生又很有兴趣的主题，让学生有真正的自我体会和感悟。

第二，在开展社会实践过程中创新组织方式和载体，支持大学生在活动中自由组队、自主立项、自我实践，努力激发学生

参与热情。如浙江省大学生的“双百双进”活动，即“联合开展百所高校结对县(市、区)暨百万大学生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活

动”，就是由大学生自发组织团队走进社会参与实践，推动大学生在亲身经历中磨炼意志品质，深刻认识国情、省情、社情、

民情，接受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各大高校之间的联系、高校与县(市、区)结对的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探讨，学生在

相互促进中吸收了优秀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第三，重视大学生的参与程度，促进学生真正参与实践，在参与中感受真知真信。嘉兴学院与当地实践基地联合开展活动，

定期选派学生代表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担任解说员、管理员，参与展览布置的工作，并邀请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相关人员对参与实

践活动的学生做出评价，学生由单纯的参观者转变为解说员、管理员身份，实地了解了红船精神的精髓，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建

党时的真实场景，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四、结语

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信仰不确定性、信仰多元化、信仰非理性问题，本文探索了高校基于“供给侧”理念下的大学生信仰

教育方式，该教育方式能够培养和教育大学生及时接受人文教育的熏陶、汲取思政课程的精髓、帮助大学生感知社会，希望为

各地高校开展的信仰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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