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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素质的影响

金育军

新疆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社会思潮是影响大学生思想素质的重要因素，各种社会思潮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本文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素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正面积极作用和

负面消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潮及其对大学生思想素质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提出了

加强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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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各种西方外来理论不断涌入

中国，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

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功。我国学者林崇德认

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我国取得成功，是

因为它抓住了我们民族传统中没有讲清楚的

问题——价值取向问题”[1](P.415)。这种

情况也充分反映在高校中。一些大学教师和

学者在自己论文中指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思潮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急剧涌入

带来的冲击，我国大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出一

种多元化趋势。”[1](P.415）我们认为这

种现象并不能用“冲击”“多元化”来解

释，因为这些西方理论与我国主流价值体系

之 间 是 互 补 关 系 而 不 是 冲 突 关 系

[2](P.751)。西方思潮与我国主流价值体系

之间可以有一种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

系；这些西方思潮也会对我国大学生产生正

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一、产生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三次

大的思想变迁，第一次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型，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第三次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

型。在这三个时期中都产生了许多思潮，它

们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思想

观念的变化，也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大学生受到各种社会

思潮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各有不

同。从正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

是为人们提供生活和思想上便利服务，使人

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一种是使人们对社会

认识产生误区并导致错误价值观；另外一种

就是导致人们错误价值取向和行为。通过对

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类型思

潮对大学生产生影响的原因如下：

二、正面影响

西方思潮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先

进性和政治性。这些思潮对我国大学生产生

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1.为我国大学生提

供了选择理论的标准和价值取向。如自由主

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都

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都是为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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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这为我国大学生提供了一个

明确的价值导向。2.为我国大学生提供了认

识和理解世界的理论基础，对丰富了我国大

学生的思想和眼界，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和

判断问题能力起到很大作用。3.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

西方社会思潮中大多都蕴含着一定的马克思

主义观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今世

界上比较先进、科学、正确且符合社会主义

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

相结合以形成一种新理论形态以指导我国社

会实践活动，进而引导我国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正面积极作用

从正面看，西方思潮对大学生产生的积

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社会思潮的作用

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态度、道德品

质和行为习惯都会发生变化。对大学生产生

正面影响有以下几方面。1.培养了大学生民

主意识。西方思潮中民主制度、民主政治等

都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很

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通过对西方社会思潮

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正确性

和先进性，能够理性看待各种西方社会思

潮；在政治参与方面，大学生也能以正确的

态度对待竞选活动，通过参加竞选活动来实

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四、负面消极影响

西方社会思潮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局

限性，其某些理论观点和制度安排与我国的

国情和传统文化不尽一致，而我们国家又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在面对外来社会

思潮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要进行鉴别分析

其观点的正确性。西方社会思潮中也有许多

有积极意义的观点，但毕竟是舶来品，中国

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思潮不能简单照

搬。那些只是偶尔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应

景”文章或被一些别有用心者用来作为“真

理”以混淆视听。我国当代大学生有较高的

文化素质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具有一定思

想深度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面对外来思

潮我们要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各

种社会思潮及其影响。

五、原因分析

在高校中，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素质

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第

一，高校自身对于各种社会思潮的认识不到

位。社会思潮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价值

观念，它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紧密相关。在

高校中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宣传和引导，决定

了这种价值观念是否被学生所认可。但是我

们认为“高校只有把自己摆进去，才能真正

知 道 学 生 在 想 什 么 、 关 注 什 么 ”

[4](P.68)。第二，网络媒体、网络平台管

理不到位。我国的互联网虽然有一些限制，

但还是可以满足学生对信息的获取需要。

“网络一方面为大学生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

窗户；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不好现象在网上传

播”[5](P.96)，比如一些片面言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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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都会影响大学生对社会思潮的认识

[6](P.153)。第三，大学生自身价值取向多

元化。各种社会思潮会对大学生产生不同影

响。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潮会对大学生产生不

同影响[7](P.106)，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分析

各种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素质产生影响的

原因。

六、对策与建议

要对大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育，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社会

思潮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入大

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大学生生活中不断

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他们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针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潮的特点，根据其理论

实质、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分析。通过对不同类型社会思潮进行系统阐

述，总结出各种社会思潮的共性与区别，并

正确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思潮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所起到作用大小及表现形式。通过

各种问题及现象分析，总结出处理这些问题

及现象的方法。因此我们建议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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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on college students

Jin Yu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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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Various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will

have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n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oints out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f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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