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探析

李仁卿，黄　鑫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当代大学生多以敏感、好奇的心理，通过多渠道接触和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
的影响呈现出零碎性、外在性、间接性、阶段性、典型性特征。要化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既要从实践中

消除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也需要从理论上揭露其对事物认识的局限与本质。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１１－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１４ＹＢＡ１４１）；湖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教学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湘教通［２０１７］
４５２－２７７）

作者简介：李仁卿（１９７０－），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黄　鑫（１９８９－），男，湖南东安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Ｒｅ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ｕｒｉｏｕ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ｔｙ．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ｏｅｘｐｏｓｅ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以西方
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核心，用抽象的“人类本性”为

价值标准，宣扬“超阶级”和“普世性”的价值诉求，

致力于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以达

到与西方社会“政治同化”的目的。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主要类型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

主、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后现代主义、历史虚

无主义等。探讨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

的影响，是近几年社会思潮研究重点。这里所说

“当代大学生”，主要是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出生的
高校在校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本文以湖南部分高校的相关调研为基础，探

析非意识形态思潮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现状、特点

及对策，以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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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现
状的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问卷调查、辅之以个案访谈的方
式，就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现

状，对湖南省内长沙、株洲、湘潭等周边的部分高校

学生进行调研。调研设计了６个方面的内容：（１）
对当代大学生有较大影响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

主要类型；（２）当代大学生接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的主要原因；（３）当代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的主要渠道；（４）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
生的影响程度；（５）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
正确认识非意识形态思潮的作用；（６）非意识形态
化思潮对不同类别大学生影响程度的差异。

本调研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４２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５％；个案访谈多采用随机
的方式。问卷数据通过 ＥｐｉＤａｔａｌ软件录入数据库，
采用ＳＡＳ９．４ｌ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笔者认为，本调
研的问卷和个案访谈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较好，相关

内容具有较高的效度，能够准确反映调查对象的现

实状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当代大学生有较大影响的几种非意识

形态化思潮

调研中，我们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为名，设

计了“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不了解”的

四选项问卷。从统计结果看，大部分学生选择了

“一般”和“不了解”，两项合计约占 ８０％；只有约
１８％ 和２％的学生分别选择了“比较了解”和“非
常了解”。但具体列举“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

义”“宪政民主论”“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

义”等几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类型，同样以“非常了

解”“比较了解”“一般”“不了解”作为选项时，情况

就不一样了。统计结果显示，大多学生对这些思潮

并不陌生。其中，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

的，排前几位的依次是普世价值论（４８５％）、宪政
民主论（４５．３％）、历史虚无主义（３５９％）、民主社
会主义（３０．２％）。可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作
为一个名词概念，在大多数当代大学生头脑里并无

“概念”，他们并不清楚诸如“普世价值论”“宪政民

主论”“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就是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思潮

的“意识形态”意识和政治敏锐性不强。所以，尽管

当代大学生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认知度

不高，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一些具体观点在当代

大学生中却有较高的认同度。在访谈和讨论中，我

们发现有４５．３％的学生表示认同“自由、平等、博
爱、人权是普世价值”，有近４０％的学生认同“理想
只是人生目标，无所谓崇高不崇高”；对于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有１７％的学生认同“中国近现代史要反
思重写”，有近２５％的学生认同“义和团运动是极
端的盲目排外、毫无意义”，等等。

（二）当代大学生接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

要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当代大学生接触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觉得这些观点新奇”和

“独特”两个选项上，合计占５３．８％，超过了半数，
说明大多数学生接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有一定的

偶遇性和猎奇性，这也比较符合年轻人对新事物敏

感、好奇的特点。但也有部分大学生表示，他们接

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有意为之”，或是缘于“找

寻解答人生社会困惑的理论”，或是缘于“相关课题

研究”和“理论学习与借鉴”的需要，或是觉得这些

观点“现实批判性强”“说服力强”等。这说明多数

大学生关怀现实、有正义感和担当精神。但也有一

些学生表示，他们接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缘于听

到“大家都说对”“产生了思想共鸣”，这又说明大

学生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认识有流于感性、

易受外界舆论左右、对理论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强、

从众心理较重的特点。

（三）当代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

要渠道

我们把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

渠道设计为：报刊书籍、课堂教学、网络、影视、朋友

交流、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使用频率设计为 “经

常”“较多”“一般”和“没有”。调查结果显示，当代

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利用的渠道主要

是网络、朋友交流和报刊书籍，三者的“经常”和

“较多”选项之和都超过了半数（见表１）。
因为课堂教学、学术讲座、学术会议，都有授课

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课内渠道；上网、朋友

交流、阅读报刊书籍、观看影视可算为课外渠道。

以上数据表明，课内渠道不是当代大学生了解非意

识形态化思潮的第一渠道，课外渠道的份量更重，

特别是网络、朋友交流是当代大学生了解社会思潮

的重要渠道。可见，国家加强对涉及意识形态问题

的网络和各种社交平台的管理是必要的。同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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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课内渠道不是当代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的第一渠道，但也是重要渠道，教育管理部门对

高校教师提出“课堂讲纪律”的要求，是必要和正当

的。就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来说，我们对当代大学生

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都应该有一

个“纪律”上的约束。

表１　当代大学生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渠道

渠道 经常 较多 一般 没有

网络 １９１（１３．４） ６１１（４２．９） ５０３（３５．３） １２０（８．４）
朋友交流 ２７４（１９．２） ４８７（３４．２） ４２３（２９．７） ２４１（１６．９）
报刊书籍 １９８（１３．９） ５２９（３７．１） ４４９（３１．５） ２４９（１７．５）
课堂教学 １４８（１０．４） ４７９（３３．６） ５０４（３５．４） ２９４（２０．６）
影视 １０３（７．２） ３８０（２６．７） ５８９（４１．３） ３５３（２４．８）
学术讲座 ６０（４．２） ３３３（２３．４） ５７３（４０．２） ４５９（３２．２）
学术会议 ４８（３．４） １６１（１１．３） ３６６（２５．７） ８５０（５９．６）

　注：表中括号外的数据为人数；据号内的数据为所占比例，单

位％；下同。

（四）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程度

我们以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

认同情况为参照，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其影响

程度。我们以“非常赞同”“赞同”“说不清”和“不赞

同”为衡量，设计了“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应当尊重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应当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当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

标”“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选项。

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

念的认同度普遍较高，特别是对“应当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应当尊重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

“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认同度高，

“非常赞同”和“赞同”的选项都超过了８０％（见表
２）。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总体上来看占了当
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

表２　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认同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 非常赞同 赞同 说不清 不赞同

应当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应当尊重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

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５０３（３５．３）

７０１（４９．２）

５９３（４１．６）

５６２（３９．４）

５３６（３７．６）

６３０（４４．２）

５６０（３９．３）

６００（４２．１）

６１４（４３．１）

６３０（４４．２）

２４４（１７．１）

１４１（９．９）

２０２（１４．２）

２１２（１４．９）

２３５（１６．５）

４８（３．４）

２３（１．６）

３０（２．１）

３７（２．６）

２４（１．７）

　　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
的认同表现出怀疑、不确定，甚至不赞同的态度。

这说明，尽管从表面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

但这种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

（五）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作用

调查显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正确

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

科四门主干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简称“马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

称“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简称“毛中特”）、“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简称“思修”）加上“形势与政策”，对当

代大学生政治思想有较大影响。在回答思想政治

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的作用的问卷中，有超过５０％的学生对“马原”“毛
中特”和“纲要”选择了“非常大”和“比较大”选项。

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这种作用力和影响力也呈

现出不平衡的特征（见表３）。这说明加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对正确引领社

会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３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作用

课　程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没有

“马原”

“毛中特”

“纲要”

“思修”

“形势与政策”

２７９（１９．６）

２６１（１８．３）

２３５（１６．５）

２１７（１５．２）

２０９（１４．７）

５５１（３８．６）

５１４（３６．１）

５３１（３７．２）

４８７（３４．２）

４８４（３３．９）

４７７（３３．５）

５３７（３７．７）

５２４（３６．８）

５６１（３９．４）

５６７（３９．８）

１１８（８．３）

１１３（７．９）

１３５（９．５）

１６０（１１．２）

１６５（１１．６）

调查还显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生正

确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年级越低作用越

大，这说明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越早效果越好。

（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不同类别大学

生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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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专业、学历层次、政治面貌的大学生的影响情

况，我们以“非常大”“比较大”“很小”“没有”四选

项供调查对象作出自我评价。结果显示，非意识形

态化思潮对不同性别、专业、学历层次、政治面貌学

生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性。总的来看，选择“非

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男生高于女生，文科生

高于理科生，研究生高于本（专）科生，共青团员高

于共产党员（见表４）。

表４　不同性别、专业、学历、政治面貌大学生对
受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的自评

项目（人数） 非常大 比较大 很小 没有

男生（８３７）

女生（５８８）

文科（８６３）

理科（５６２）

本／专（１０５０）

研究生（３７５）

中共党员（１５８）

共青团员（１２６７）

４７（５．６）

２２（３．７）

４９（５．７）

２４（４．２）

６８（６．５）

２８（７．４）

２（１．３）

２２（１．７）

８１（９．７）

４８（８．１）

８２（９．５）

３１（５．６）

９３（８．９）

３５（９．３）

３（２．２）

３０（２．４）

２９８（３５．６）

１５６（２６．６）

３０５（３５．３）

１８０（３２．０）

３９３（３７．４）

１４１（３７．６）

５３（３３．４）

４３３（３４．２）

４１１（４９．１）

３６２（６１．６）

４２７（４９．５）

３２７（５８．２）

４９６（４７．２）

１７１（４５．７）

１００（６３．１）

７８２（６１．７）

综上所述，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

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一定比例的当代大学生认同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这些观点对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淡化和消解作用；当代大学

生接触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多带有敏感、好奇的感性

心理；课内渠道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当代大学

生接触和正确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很大，但

诸如网络、影视、朋友圈、外界舆论等课外渠道对当

代大学生接触和认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作用更

为明显；不同类别的当代大学生受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些都是我们评估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应倍加关

注的现实因素。

　　二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
特点

　　如果我们将当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高校中
的存在和流行样式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意识形
态化思潮在高校中的出场与流行样式进行比较，就

可看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呈

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１．当代大学生主要不是通过理性的、系统的方
式把握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而更多地是通过感性、

零碎的方式接触和接受非意识形态化思潮。２０世

纪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至

沓来，在高校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热点。当时的

大学生普遍对社会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和探索精神。他们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思考问题

的宏观性、整体性意识强；他们热爱理论，对各种社

会思潮，包括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把握也主要是

通过理性的、系统的方式，如听课堂讲课，听学术报

告、学术讲座，阅读报刊书籍等。他们习惯于以理

性的、系统的思维方式，从各种社会思潮中获得理

解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

会开放度的扩大和文化多元化、快餐化的发展，包

括非意识形态化思想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多以

感性化、零碎化的方式进入大学生的视野，并对其

产生影响。从前面的调查分析来看，当代大学生对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了解更多地不是通过听学术

讲座、参加学术会议、研读书报等理性系统的方式，

而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影视、朋友圈、外界议论等感

性渠道获得，从而使其在理论上对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的理解和把握多表现出不充分、不系统的特点。

如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很多学生对“自由、民主、人

权”人云亦云，既无清晰概念，又无系统知识。在对

普世价值的认识方面，很多大学生谈不上有理论的

批判性和价值辨别力。所以，尽管当代大学生对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态度有务实和理性的一面，但理

论基础的薄弱又使得其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洞

察力不够，在面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时，呈现出分

析鉴别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以至于出现他们对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观点知晓得越多就受其影

响越大和认同度越高的情况。可见，对当代大学生

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提高其思想理论鉴别能

力尤为必要。

２．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不是以观点鲜明、理论透
彻等内在品质来吸引当代大学生，而是以改头换

面、标新立异等外在形式来吸引和影响当代大学

生。如前所述，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正处于改
革开放大发展、大变革的探索期，大学生多以急切

的心态来寻找认识社会变迁的理论工具，他们在接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过程中，主要是以观点的鲜明性

和理论的透彻性为标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渐入

中国，由于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掺杂社会现

实和人生境遇问题，并善于用一定的话语体系来针

砭时弊，迎合了一定的社会心理诉求，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大学生对理论的渴求，迷惑了一些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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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

勃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特别

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的基本问题作出了全面而科学的回答。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日益深入人心。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交锋中日显其“理论的

贫困”，以老面孔来吸引大学生的效果已明显不如

以前。在这种情况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改变了策

略，开始以改头换面、标新立异等外在形式来吸引

和影响当代大学生。它们不再锋芒毕露，而是闪烁

其词、似是而非，如把“非意识形态化”改头换面为

“再意识形态化”，把“意识形态终结论”“趋同论”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包装为“世界主义”

“全球主义”“普世价值”等，不一而足。应该说，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改头换面、标新立异的方式登

场，既是其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特点，也是其对当

代大学生影响的局限性表现。

３．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
渗透性明显加强，当代大学生受非意识形态思潮的

影响途径呈现出间接性、综合性的特点。２０世纪
八九十年代出现的高校“外来文化热潮”，主要是

“哲学潮”，对大学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也主要是

哲学思潮。因而，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哲学名流

和思想大家成了大学生接触和接受某些社会思潮

的线人。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

大学生对某个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的学习、研究和

宣传来实现的，比如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马斯洛

等。其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

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彼此的渗透性特征并不十分

明显。进入２１世纪以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各
种社会思潮之间的渗透性明显加强，当代大学生对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接触或认同，也越来越多地通

过多信息源的间接途径获得。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当前大学生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宪

政”“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观点的认

识，多数不是通过对它们进行专门的了解而获得，

而往往是在对另一种社会思潮的接触了解过程中

接受或认同了这些观点。这表明，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除专门的、显性的途径外，

还常常和各种思潮相糅杂，以搭顺风车的方式影响

着当代大学生，如在“信息说”“文化说”“审美说”

“技术说”“休闲说”中渗透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观

念。这就构成了当代大学生受非意识形态思潮影

响途径的综合性特点。这实际上也是容易理解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都多或少地带有非

意识形态化的症候，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一，但

从本质来看，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反映和表

现，它们的主要目标都是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反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抵消和冲淡人们对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达到

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

的目的。

４．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呈此消
彼长的阶段性特征，普世价值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最

典型的非意识形化思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作为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它是以一定社会存在为

基础的，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决定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形式的多样性，社会存在发展的阶段性决定非意识

形态思潮发展的阶段性。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

学生的影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阶段性特征。２０世
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

本国策，大力推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些资产阶

级自由化旗帜性人物，趁机大力鼓吹淡化政治、淡

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殊途同归的思想观点。这一阶段，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主要集中体现在经济思想领域，最典型的症候就

是“趋同论”“全盘西化论”，其在高校学生中形成

了一个个理论热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我国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趋同论”“全盘西

化论”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无法再明目张胆地招摇

过市，遂转入潜伏状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与世界交流互动

的不断深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遂由经济思想领域

向思想文化领域中弥散，其中尤以新自由主义思潮

为盛，对当代大学生构成了一定影响。近年来，由

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潮转入隐性

状态，而打着“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等观念的

“普世价值”日益活跃于高校思想文化界。普世价

值的鼓吹者们不仅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

“普世性”“永恒性”以及“优越性”，而且故意混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公正”与资产

阶级“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区别，宣扬普世价值

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要建立“人类

的普遍文明”，因而其逐渐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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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最典型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上述问卷调查

中所列举的当代大学生对普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

度所显示的比例就是很好的例证。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对当代大学生影响此消彼长的阶段性特征，是

其历史形态演变的表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三　引导当代大学生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的对策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具有
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性原因，要化解这种影响，既要

从实践中消除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赖以产生和发展

的条件，也需要从理论上揭露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

事物认识的局限与本质。

１．认真分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过程、演
变特点和理论实质，加强理论批判和思想政治引

导。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始于２０世纪初
期，泛滥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和８０年代中后
期。这一思潮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而具有

反本质、反中心、反整体的特征。它以意识形态的

虚假性为前提，抹杀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性；以抽象的人性论，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把资本主义社会自证为完

美的理性存在和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把西方价值

“普世化”，以巩固资产阶级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

的霸主地位，维护其既得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不

断变换自己的面目，轮番上阵活跃于文化思想界。

尽管非意识形态思潮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从其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理论旨趣上来看，它们都具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诉求，其理论实质是一种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思潮，致力于摧

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由于它

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掺杂着社会现实问题，并善

于用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来针砭时弊，迎合了一定

的社会心理诉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

我们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认识不能简单化，而需

要深入研究。一方面，要看到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

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

时期的社会矛盾，代表了社会某种现实要求和利益

诉求，因而，它的流行也有暂时的合理性；同时，它

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我们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问题提供新观点和视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

不能因为它暂时的合理性而忽视它的危害性。就

它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而言，尽管其涉及的领域广

泛，但最后直指的还是思想政治领域。因此，我们

应在客观认识与认真分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

论实质的基础之上，加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

论批判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引导。

２．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提高当

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如前所述，非意识形

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程度与其政治理论

素养密切相关，因而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显得尤为

重要。而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不能

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注解，而要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尤其要对大学生普通关注的实际

问题，从理论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答。习近平总

书记说：“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

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

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

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１］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

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解答当代世界变化

和中国发展问题，只有对当代世界变化和中国发展

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回答，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才会在当代大学生中间有更大的影响

力，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才不会有可趁之机。因此，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

化，坚持“问题导向”，研究范式要始终关注对“问

题”的发现，树立“问题”意识，以对“问题”的发现

回应为研究基点；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又做到

“切准‘真’问题、聚焦‘大’问题，同时重话‘老’问

题”［２］，在不断回应和努力解决问题中推进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形成新的话语体系，充实和完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实现形式，提高马克思主

义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指导力和解释力，不断满足当

代大学生基于现实关切的求知、求真的需求，提高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辨别力。

３．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统一、显性引导
和隐性感化相结合的原则，改进教育方法，注重开

发和利用现代传媒舆论平台。社会既是非意识形

态化思潮滋生和传播的大舞台，也是大学生对其接

触和了解的主要渠道。有效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必须积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渠

道，树立大课程观、大教育观，在加强学校显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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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注重发挥社会隐性教育的功能。美国作家

安玛丽·斯劳特在《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

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一书中，就美国核心价

值观教育如何发挥社会隐性教育功能进行了描述，

其值得我们深思。作者说：在美国，自由、民主、正

义等“这些核心价值观被庄严地载入了两个世纪来

公民教育、独立日演讲、就职演说、诗歌、宣誓和各

种教义。它们也被刻进了市镇广场花岗岩和大理

石雕像底座的纪念碑文，全美到处皆是，数之不

尽。”［３］我们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引导，也必须使

之融入社会生活，加强社会舆论环境建设，发挥社

会隐性教育功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影响

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同时，应努力改

进教育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

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

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

决。”［４］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也

是思想性质的问题，进行教育、引导时，应注意将其

与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区分，避免简单化倾

向。随着现代传媒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广

泛应用，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对非

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引导，要注意开发和利用现代传

媒舆论平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提

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引导当代大学生认

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本质，自觉抵制非意识形态

思潮的不良影响，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

４．根据当代大学生的不同类型，分层次有针对
性地进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加强重点

群体的宣传教育，消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不良

影响。

前述调查表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不同类型

的大学生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

性，要求我们在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时，不能搞“一刀切”，而要有区别、有针对性

地进行教育引导，加强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以增

强教育引导的实效性。调查显示，从性别看，男生

受影响度高于女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

应更多地关注男生；从学历看，研究生受影响度高

于本（专）科生，对研究生重点进行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的系统教育必不可少；从专业看，文科生受影响

程度高于理科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应

更多地关注文科生；从政治面貌看，非共产党员学

生受影响程度高于共产党员学生，说明党员学生的

政治敏锐性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鉴别力强，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应更多地关注非党

员学生。但是，也要看到，诸如普世价值、历史虚无

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想观念对部分党员学生也

有较明显的影响，从而加强党员学生价值观的教育

与引导也不能放松。同时，从年龄层来看，年级越

低的大学生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认识越不稳定，

越早开展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效果

越好。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能否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世纪最活跃的知识分

子群体，可塑性很强，往往会成为非意识形态化思

潮和其他社会思潮努力争取与影响的对象。加强

对这一群体进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教育引导，提

升其政治思想水平，增强其理论辨别力，对于我们

“更好地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蓝图，做好新

时期青年教育工作”［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和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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