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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调查及其对校园文化

软实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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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涪陵 408100;2．彭水郁山中心校，重庆彭水 409602) 

【摘 要】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宗教信仰在重庆各高校渐趋火热，部分学生甚至把信仰宗教当作是

一种潮流与时尚。通过对重庆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校园文化

软实力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提出既要利用宗教的合理内核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担当，同时也要规避宗

教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消极影响，这有助于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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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它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

种社会现象，也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精神信仰形式。据英国路透社 2012 年 12 月 19 日报道，全球人口总量中的 84%拥有宗教

信仰。另有数据表明，全世界信仰宗教人数的绝对值每年在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社会意识呈现多样

化、多变性的态势，再加上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生存压力的影响，宗教信仰在重庆高校也悄然升温，而大学生的精神信仰和

价值选择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影响着校园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1 重庆高校大学生信教现状和特征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重庆高校学生信教情况，我们通过网络问卷，对在渝高校学生进行了线上调查。同时，为了更客观、更公

正地反映宗教文化对重庆高校学生的影响，我们采取问卷和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了线下调查。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地处重庆地

区的五所高校，他们分别是长江师范学院(地处重庆涪陵区，市属普通本科院校)、西南大学(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国家 211和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地处重庆沙坪坝，重庆市属重点本科院校)、三峡学院(地处重庆市万州区，市属

普通本科院校)、重庆邮电大学(地处重庆南岸区，国家省部共建重点高校)，参与调查的主要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包括汉族、

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土家族、回族、侗族、傣族、彝族等大约二十多个民族。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重庆高校学生宗教信仰

的现状和主要特点体现在: 

1．1宗教信仰呈现出性别差异和学科差异 

从线上调查数据来看，网络上参与调查的男生比例明显高于女生，信教或者处于望教状况的男生比例也高于女生。在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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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际调查时，参与问卷调查的男女生比例大体一致，但从处于“望教”状态或已经入教的比例来看，男生比例略微高过女

生，文科学生和艺体专业的学生明显高于理工科学生，这说明大学生宗教信仰呈现出性别差异和学科差异。 

1．2从信仰种类来看，信仰佛教的人数居多 

在信仰的宗教选择上，我们设置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新兴宗教，或许是地处内地，受外来宗教文化

影响较小，在重庆高校信教学生中，信仰佛教的学生比例(约 46．65%)远远超过信仰基督教(约 19．4%)、天主教(约 12%)、伊斯

兰教(约 6．8%)。在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学生中，英语专业和艺体类学生居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以少数民族学生居多。同时，

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中信仰新兴宗教的比例也不小，约 8%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境外新兴宗教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冲

击开始加大，影响在增强。 

1．3大学生宗教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不强 

在信教的原因上，受他人影响的占 38．46%，提升自身修养需要的占 31%，扩大社交范围的只占 14．31，这说明学生信教的

功利性较弱，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大学生信教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企图。 

1．4接受宗教文化影响的途径多样化 

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 41%的学生是通过他人，包括家长、亲友、老师、同学和宗教界人士的介绍开始了解并接受宗教，有

32%的人是自己通过宗教书籍、视频等资料开始了解和接受宗教，另有 8．7%的学生是在涉外活动中逐步对宗教产生兴趣，这反

映出大学生群体中有追寻灵魂家园和精神寄托的愿望和需求，其接受宗教的途径多元化。 

1．5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 

在线上调查时，赞成对宗教进行合理引导的占 93．67%;认为校园文化需要宗教和“不好说的”几乎各占一半，有不到 8%的

学生认为，高校应该完全杜绝宗教文化。但同时，在走访调查时我们发现，部分学生把宗教与无知、封建迷信、邪教等同，表

现出对宗教的排斥和非理性的认知。 

1．6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盲从和不稳定 

线上调查中，学生在回答“你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这个问题时，有 63%的选择了“否”。说明绝大部分学生

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带有一定盲从性。同时，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学生尽管信仰宗教，但他们对宗教界的各类活动并不趋同，也

不打算一直信奉当前所接受的宗教。因此，大学生现阶段的信仰状态不是很坚定和稳固，也显示了当代大学生追求独立和自由

的特质。 

4．7对各个宗教的教义几乎不了解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调查数据皆显示，有高达 55．6%的学生对宗教知识毫无所知，还有部分学生对宗教教义断章取义，一

知半解，这说明大学生们并不是真正了解所信教义的真谛，大学生宗教信仰上猎奇的因素远远大于理性的因素，呈现客观与主

观分离的态势。 

2 重庆高校大学生信教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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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2．1宗教内在道德观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

情，正像他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传统宗教教义中一些积极因子可以强化道德的教化力，能够

迎合大学生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比如犹太教、伊斯兰教重视自我表现，佛教讲求善恶因果报应，道教追求和谐美满，基督教主

张遵循法律制度，这些传统宗教中的公正合理、权利义务等思想和它们所提倡的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等行为规范恰恰与主流社

会的道德要求相一致，能够迎合大学生内在道德的需求。 

2．2追逐潮流与时尚的结果 

作为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一代，大学生们更喜欢追逐潮流与时尚，更喜欢标新立异。特别是，当前在渝高校涉外交流的

机会增多，使本区域内的大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和感受宗教。不少大学生把信仰宗教和过洋节日一样作为时尚的标杆，因此尽

管对宗教教义不是很了解，但还是挡不了部分学生信教的热忱。 

2．3避世的选择 

重庆直辖以后，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显现，大学生生存和就业压力大，而道家无为而治、佛教

的避世清修、基督教的信望爱都为大学生宗教信仰提供了精神支撑和避世借口。同时，宗教场所宁静、淡然的气氛能够舒缓学

生内心的焦虑，减轻心理负担，信教人士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帮助，也能够给大学生们在纷扰繁杂的生存世界提供一个可以

依赖的温暖的世外桃源，这也是经常能够看到在渝大学生频繁出没宗教信仰场所的原因之一。 

2．4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对西方文化产生盲从 

在重庆地区，也曾经有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华当做糟粕来批评的历史，再加上当前道德滑坡、信仰沦丧，导致社会生活

中部分人不分美丑善恶，不辨是非荣辱，一些社会现象如贪腐、欺诈、社会的各种不公等进一步引发了在渝高校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不自信，认为西方的什么都比自家的好，对西方宗教盲目信从。 

2．5家庭、学校、社会对宗教工作的淡化 

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误认为宗教距离世俗生活、距离大学生还很遥远，再加上宗教工作的敏感性，因而导致相

关领域的人员对学生群体宗教信仰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重庆高校不少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在对学生宗教

信仰这个问题上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影响下，在渝高校学生宗教信仰处于有人关注但无人管理的

边缘状态。由于对高校宗教工作重视不足，缺乏正确的管理和引导，也使得在渝高校大学生信教人数在近几年激增且有进一步

加剧的趋势。 

2．6周边环境和民族传统的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之所以信教、信养某种特定宗教是出自于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本民族传统的影响。重庆高

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为数不少，而我国少数民族中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同胞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而

藏族同胞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彝族尽管信奉多神，但受道教和佛教影响则较大，在渝大学生的宗教信仰选择与地域、血缘、民

族息息相关。 

3 宗教对校园文化软实力影响的利弊分析 



 

4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宗教对校园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宗教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1)宗教文化能够给学生提供和谐心理支持。足以表明传统宗教文化讲万美、讲和谐、讲坦然、讲秩序，这些思想有

助于大学生和谐心理的构筑;(2)助推诚信校园文化的建设。诚信是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准则之一，如佛教中有大妄语诫，正心、

诚意;基督教“与主订约，遵守合约”的诚信思想都包含了这个准则，它要求人们要诚实，不得欺骗自己的良心，不得做违背诚

信的事情，它与当前所倡导的主流价值一致，有助于诚信校园文化的建设;(3)有利于大学生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宗教不仅强调

个人的才能，而且强调个人德能。吃苦修行，自我奉献，寻求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是传统宗教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这样讲，

传统宗教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心，是弥补当前大学生道德失范的重要途径。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1)弱化大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融合，民间宗教、本土道教、外

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成为构成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宝贵资源，但一些外来宗教具有排他性，弱化了对本土文化的认

同与自信;(2)麻痹大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大学生承担着振邦兴国的重要使命，而不少宗教却超然于世俗世界之外，只管个

人修行，逃避社会责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3)易导致宗教狂热和极端化，不利于和谐校园、平安校园

文化的构建。一些宗教，尤其是新兴宗教，过分强调民族、种姓、教派等，认为本民族、本宗教才是至高无上的，具有极强的

排他性，造成他们与异教徒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容易影响校园的和谐稳定。 

4 以正确的宗教观提高校园文化软实力 

宗教问题是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它对于校园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和作用不容低估，我们要善于认

识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针对当前重庆高校学生信教的实际情况，要采取积极稳妥的策略来应对宗教问题。 

4．1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占领校园宗教文化领域 

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观点有:第一，指出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产物;第二，宗教麻痹了人们对社会问

题和社会制度的思考;第三，宗教是虚幻世界和神秘体验在个人内心的投影。在现阶段，宗教虽然是个人的私事，但对于高校而

言，并非私事，信教大学生极有可能成为国外势力颠覆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工具。所以要宣传正确的宗教观，加强大学生的辨

识能力。 

4．2开设宗教选修课程，对望教和信教学生正确引导 

宗教能够生存发展有其合理的文化内涵。比如，佛教、道教在关注世俗生活的同时吸取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向善、礼节、

和谐、自我修养等思想;天主教、基督教提倡的友爱、互助等同样能够满足学生在文化层面的需求。大学教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对待宗教，通过开设宗教选修课程，一方面能够让学生真正了解宗教，把握宗教的实质，消除对宗教的曲解;另一方面中肯地

评价宗教，帮助学生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宗教，使传统宗教在校园文化占有一席之地，也能够防范邪教的滋生。 

4．3加强大学生宗教事务管理，抵制非法宗教和境外势力的渗透 

高校一直是境外势力和非法宗教渗透的重要领域，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对宗教知识了解不深入，因而极容易中这些势

力设下的圈套。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宗教事务管理，对学生信教、望教的情况要进行摸底，要对一些异端邪教反人类、反社

会、反政府、反科学的本质进行批驳与揭露，在对大学生正常的宗教活动给予引导和保护的同时，要坚决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

和境外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在这方面西南大学就做得比较好，设有专门的宗教研究所，针对学生的宗教信仰有专家学者给予

引导和管理。 

总而言之，宗教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当前宗教文化在重庆高校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要利用好宗教的合理内核促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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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防范境外势力和非法宗教对校园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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