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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王 晨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0002）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

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十八大报告中也指

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

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我国意识形态工

作的核心和落脚点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从当前现实意义出发，2013 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3]。因此，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新时期我

党和政府部门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它不仅维护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为今后马克思

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并指明前进的发展方

向。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意识形态安全

状况事关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和

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成为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

重要因素。因此，在时代审视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一）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观思想，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和政

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意识形态是由经

济基础所决定的，反映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

因此意识形态在不同的领域都会对其有所影响，并且发挥

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下，意识形态对高校的影响尤其是对

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意

识形态安全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意识形态具有政治认同功能。意识形态的政治

认同性表现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

础上展开的政治关系运作过程的反映。统治阶级试图通过

宣扬本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将这种政治意

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民众心中，形成全民认可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标准，进而有利于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目

的。因此，在这样的目标之下，因共同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成员彼此间相对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更有利于

统治阶级的领导。其次，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由政

治意识形态形成的全民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能使社会

全体成员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自觉奉行社会制度，遵守社

会规则，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即使社会成员之间

因个体差异等原因产生的不和谐现象，也会因为共同价值

观念的形成而消除内部的摩擦和冲突，形成与统治阶级一

致的价值观念，并为整个统治阶级服务[4]。再次，意识形态

具有价值导向功能。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它可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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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认知方向与实践方向。在一个成

熟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否可能够使人们自觉地

遵守主流意识形态约定的价值准则，自觉地维护整个社会

的秩序指导社会成员的认知与实践方向。最后，意识形态

还具有批判改造功能。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

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

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作为上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利用自身的政治认同、社会控制、价
值导向等功能为所代表的阶级服务，通过对本阶级意识形

态的不断强化，其目的是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进行弱化，并

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而树立统治阶级自身意识

形态的权威。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概念

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目

的且被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主流意识形态地

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安全的状态。意识形态的安全与否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同时也体现着一

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纲领、社会理想和价值取

向。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指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社会

全体成员广泛认可、共同遵守、稳定并健康发展的一种状

态。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指导思想的安全。作为意识形

态安全的基础，指导思想安全是指导或支配一个政党、组
织和集团一切行为的思想观念或理论观点。它的安全与否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社会是

否良好。第二，政治信仰的安全。作为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基

本要求，政治信仰安全是伴随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而产生

的，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性，会随着社会实践的改

变而改变，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政治信仰安全与否关系

到一个政权的存续是否稳定，国家是否不断发展壮大。第

三，道德秩序的安全。作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准则和规范，道

德秩序安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使人们

在社会生活中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因此，它的安全与否关系到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传承、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重要组成部

分。总之，意识形态的安全与否对国家的安全及社会的稳

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现代化国家与社会中，软实力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

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中软实力当中的意识形态又成

为重中之重。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指出：“我们要

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

量。”“应该制定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

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

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

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

门’。”[6]环视当今世界的较量，意识形态的斗争尤为激烈，

意识形态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正确诠释与表达着一个国

家的利益诉求，反映当今社会的发展态势，具有很强的凝

聚性、方向性、整合性与批判性。因此，它的安全性也成为

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历来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的核心问题。
然而，网络的出现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

取向，为新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与较量提供了新的平台与

“场域”。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

工作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也使

西方敌对思想蜂拥而至，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更严峻

的挑战。为此，坚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政治

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是当前我国党和政府以及全体社

会成员需要共同思考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也是当代大学

生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青年大学生的重要

身份和历史使命告诉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

安全教育工作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

发展的天下大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它的地位稳固与长久发展不仅关乎党的前途命运

与国家长治久安，同时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

力，更关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为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新时代加强当代

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

流意识形态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不仅让他们在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上达到入耳、入口、入脑、入心的目的，同时在实

现效果上大学生也要真正实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

仅不被西方“西化”“分化”的侵略势力所“弱化”“淡化”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

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西化、分化阴谋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促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极

为复杂，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些西方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通过

互联网对我国进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单方面输出，严

重影响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我国一些大学生

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变，价值观念也被潜移默化为

西方化，这直接威胁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对我国

的社会制度、道路、理论、文化都产生怀疑与动摇。
（二）大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互联网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处在

“象牙塔”当中的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

达到 7.51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网民中学生群

体的占比最高为 25.5%[7]。显然，网络给大学生的生活带来

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的双刃剑作用不仅给大学生

带来学习和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给高校大学生带来一些

232



苦恼，一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头

脑，一些“西化”“分化”思想干扰着大学生的判断，让他们

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产生怀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观薄弱，政

治立场不坚定。
（三）大学生政治理论认识模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

提出，要增强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目的就是让我们广大共产党

员深知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都要靠坚定四个

自信得以实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这些都

说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伟大复兴需要一代代的青年

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实现。大学生又是青年一代的代表，身

上担负着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然而，现在一些大学生

受到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只关心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的事情，对国家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大政方针、社会热

点等问题上认识不清也毫不关心。
四、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阵地，不仅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

和使命，还是传播意识形态，巩固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

主战场。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在高校表现得

尤为激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保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

态安全教育至关重要且极具价值。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从当前世界形势看，世界各国之间的较量长期存在并

不断加剧，其本质都在进行意识形态的较量。为此，加强和

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保我国意识形态的

安全才能在世界各国的较量中取胜。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攻击不断加

剧，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双刃剑的功能不断与我国进行一场

无硝烟的战争，西方的敌对势力通过西化、分化思想渗透

到我国意识形态中，试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对我国的

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影响。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西方势力对大学生的思想攻击更

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面对我国意识形态

安全遭受的威胁和挑战，要牢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

史教训，青年大学生必须清醒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抵制

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加

强和巩固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树立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本上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根基。
（二）拓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宣传

和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载体。因此，高校应发

挥好自身优势，利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努力构建一些富有

特色并让大学生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文化载体。如在大

学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或通过高校思政

课的课外实践活动，运用红歌、诗朗诵、舞台剧、小品等形

式，将课堂中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接地气”的生活

化语言，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

权。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

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让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与新媒体新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因此，

高校还需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宣传

教育，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三）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素质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在观念、方法、态度、
观点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品质的总称。广义上讲，就是一

个人在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的指导下，在生产生活各

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态势、思想倾向与行

为特征的总和。思想政治素质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因此，大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对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提高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一方面，需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和综合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者，也是意识形态的主要传

播者。为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

立场，以身示范，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在平

时的授课中要以学生为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学生

的实际生活中，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大学生中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另一方面，大学生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也要注意这

方面的培养，一是坚持理论学习，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

证唯物的观点分析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二是

强化思想教育，在生活中多关注国家时事、社会需求、好
人好事等，将课堂上的思想教育在生活中得到强化；三是

丰富社会实践，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注重大学生自身的知行转换，在实践中发展思想理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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