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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

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

乱象丛生”，“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

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是

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迷

雾中必须引导大学生看清思潮背后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规

律，理性面对社会思潮。

一、多元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1、去政治化社会思潮冲击大学生的信仰根基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经济成

分的多元，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变化，社会阶层利益

复杂，西方反动势力加紧攻势，造成了多样化的社会思

潮快速发展，主流社会思潮地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抹黑英雄事迹、诋毁

革命领袖，消解大学生通过多年学习积累起来的对党、

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使大学生对党的领导地位、对社会

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或否定。“普世

价值”思潮披着道德评价的外衣推行西方价值理念，渐

渐“淡化了社会主义信念，动摇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

信仰。”民粹主义利用公共事件煽动公众负面情绪，制

造舆论，进而实现损毁政府国家形象的目的。在波涛汹

涌的世界意识形态争斗中，如何引导大学生处理好主流

和非主流、一元和多元的关系，巩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论主导地位，抵御不良社会思潮，是社会的重要任务。

2、合流社会思潮侵蚀大学生的价值认同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革调整、全球化浪潮的

席蔓延延，科技产业革命的飞速推进，各种社会思潮本

身经历着发展变异的过程，更是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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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各种社会思潮，作为互联网“原住民”

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防止不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精神造成不良影响，在引导过程中既要看到

社会思潮消极一面，也要看到其积极作用，要对社会思潮进行辨识，引导大学生看到其演化的逻辑及理论基础、社

会影响，进而使大学生在辨识分析中坚定信仰，确定正确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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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彼此影响，使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复杂，爆发出强

大的影响力，侵蚀大学生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抓住社会危机事件制造舆

情，通过夸大事实、拼凑故事、营造虚假真相的形式，

煽动蛊惑民众情绪、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秩序。

3、“泛娱乐化”思潮淡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支撑

在裹挟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泛娱乐主义的攻势下，大

学生玩着游戏，看着短视频，应援打榜、消费充值，沉

迷于物质追求、感官刺激的盛宴中难于自拔，“佛系”、

“躺平”等热词的流行为大学生制造了全民皆娱的幻境，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大学生渐渐失去了对人生的思考

能力，放弃了自身的价值追求，梦想着天上掉馅饼，理

想信念在不知不觉中丢弃。“泛娱乐化”思潮“严重腐

蚀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和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认知、价值

认同”。

二、正确看待多元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与大众思想的碰撞，

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一些社会思潮会影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也有些社会思潮会激发民众爱国情

怀，增强对社会主流思潮的认同。因此，思政课对待社

会思潮不可一棒子打死，要在辨识互动中发现其价值，

摒弃其糟粕，确立正确的信仰和价值理念。

1、社会思潮对信仰信念的影响

（1）积极影响。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动态表

现，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完善，

发展成特定的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在中

国社会思潮中一直占据指导地位，现代传播手段为马克

思主义建立了更为快速广泛的传播媒介。在汹涌澎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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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中，信仰信念的力量得以彰显。青年大学生一

旦被主流思潮吸引，就会成为这一思潮的拥护力量，进

而上升为信念信仰，推动该思潮的传播与发展。

（2）消极影响

《决议》指出，“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

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

新时代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快速隐蔽的普及

性，一些不良社会思潮把自己装扮成学术“大咖”，以

一种貌似合理的理论大肆宣扬。这些思潮表象化、单向

度、过滤性、唯美化逻辑虽经不起推敲，但却恰好应和

了大学生的思维水平，冲突化、夸张化、碎片化的特征

极易在思辨能力和认知水平非常有限的大学生群体当中

引起共鸣，获得不少人随声附和。如“普世价值论”打

着民主、自由、平等及人权观念把资本主义价值观伪装

成普遍的道德评价标准、价值准则，通过将价值理论抽

象化、普遍化，进而使受众在玄妙的迷雾中接受抽象的

价值理念，淡漠了原本坚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

理想。

2、社会思潮对价值观的影响

（1）积极影响

近年来国家通过表彰各领域先进，设立烈士纪念日、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建党百年等活动，掀起继承革命精

神、弘扬红色文化的热潮。通过各种活动，大学生的价

值观自信大大增强。还有一些社会思潮是有识之士经过

认真思考，对社会伦理道德分析论证后所持有的客观态

度。其独特的视角、深邃的内涵、严谨的分析、正确的

引导对大学生这类青年的价值取向、情操修养具有一定

的牵引作用，会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激发参与公共

事务热情、提升认知和交往能力。

（2）消极影响

不少社会思潮受资产阶级道德与价值理念的影响，

宣传金钱至上、个人利益至上、娱乐至上的价值观，诱

导青年大歪曲历史、丑化英雄，混淆评价标准，打破人

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践踏道德和人性。同时西方社会

思潮的涌入导致价值观多元，对于缺乏辨别思考能力的

大学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导致理想和念动摇、价值观

混乱，甚至产生偏差。

3、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1）积极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思潮借助新媒体传播深入

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借助娱乐化和生活化（趣味化）

的包装，搭载着高速互联网迅速流动，迅速蔓延渗透至

全社会。这些贴着五花八门的标签，打着各种亲民的旗

号、运用各种新奇雷人的话语走近大学生的生活领域和

精神领域，与正处于思想成长活跃期的大学生进行各种

互动，更易于为大学生所接受。这些社会思潮中一些正

能量的宣传激发了大学生强烈的道德感、责任感，帮助

大学生确立正确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提高了道德责任

和价值践行能力。

（2）消极影响

新时代社会思潮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呈现出海

量化、碎片化特点。碎片化使一些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

社会思潮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拆解，无法呈现其全貌，

“大众传媒日益突出娱乐功能而弱化政治引导功能”，

进而导致思潮的本意被曲解甚至误读。且新媒体“个

人——大众”的社会思潮直接传播方式使传播具有难控

性、复杂性，更易形成群众效应影响大学生的生活。使

思想活跃、是非标准不明确的大学生很容易被不良社会

思潮误导。

三、清除多元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对策

1、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

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

明”，是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主张。只有筑牢

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才能使大学生赓续共产党的初心

和使命，成为新时代堪当复兴大任的新人。五花八门的

社会思潮中，部分披着抽象、理论化的外衣，以反马

克思主义为真实意图，以搞垮中国为现实目的。要利用

好教学资源引导大学生认识历史虚无主义背后的历史逻

辑，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背后价值观实质，通过对这

些社会思潮根源的分析，从人生观、价值观高度认识其

错误和危害性，进而对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评价树立正确

的标准，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

2、强化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

真理与道义相结合才会行之久远。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仅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遵循，更为大学生指引

了精神方向。要积极发挥学校和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

教育和传播作用，积极采取正面引导和隐性渗透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课堂讨论、社会热点分析、社会实践

等使大学生在生活中逐渐感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涵，在深思明辨中将核心价值观演变为大学

生一言一行的价值遵循，在扬美斥恶中成为社会文明

的推动者，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忍中磨炼自己，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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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为自身的价值目标、行为准则，成

为社会文明的推动者。

3、发挥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

所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

理讲深、讲透、讲活”。面对互联网时代泥沙俱下的各

色社会思潮，不管以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也不论背后

的意图多么隐蔽，只要抓住规律，就可拆开其真实面目。

思政课教师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

过剖析形形色色社会思潮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度主

张和人生观，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通过构建“学术性

课堂”，结合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运用

相关理论把背后的关系理清，把问题讲透，把具体事例

讲活。

（1）创新教学手段使学生“亲其师”

《决议》指出，当前大学生群体主要是“00 后”，

这些从小就熟练使用手机进行网游的大学生，喜欢手游、

动漫、玄幻文学、独特语汇。思政课面临的一大难题就

是如何与手机争宠，如何与游戏电视剧一较高下。在娱

乐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让学生做到身在课堂、心也

在课堂是一大难题，这也直接影响着思政课堂的教学效

果。“与其他课程相比较而言，思政课是更侧重对学生

的‘价值传递’与‘情感认同’的融合型课程”，思政

课教师要在情感认同上多下功夫。要契合时代发展创新

教学手段，让课堂融入现代元素、科技元素、流行元素，

以当代大学生喜爱的语言、方式做好主流文化、主流价

值观的宣扬。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

践来转变思想认识，锻炼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改

变思想偏差。让大学生喜欢关注的东西出现在课堂上，

让大学生的偶像出现在案例中，让游戏情景再现于现实

生活。

（2）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信其道”

形色各异的社会思潮之所以迅速传播并获得认可，

不仅是其有各种新奇的理论，满足个性需求，还因为这

些思潮中科学、合理、正当的内容为青年解决了现实问

题，解答了心理困惑。思政课教学一直为大学生所忽视，

甚至抵触，归根结底对于追求实用主义的大学生来说，

其不具有实用性，没有可见的回报。因此，要想让大学

生真正的接受思政课、重视思政课，必须从提升思政课

的实效性上下功夫，必须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思政课的

有用性。对于社会思潮的分析，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感

受到大学生所关注的关注社会热点在思政课中同样会予

以关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对学生困惑问

题的解答会帮助大学生答疑解惑，破解谜团，使大学生

感受到思政课的“有用性”，进而会更加关注思政课，

爱上思政课，接受思政课传输的价值理念。

（3）创新实践路径使学生“效其行”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思潮已改变原有精英

传播模式向平民化发展，覆盖面、影响力大大提升。面

对汹涌而来的社会思潮，“疏”的效果显然大于“堵”。

因此应改变原有实践课教学模式，不能只去红色教育基

地，感受正能量，更要去思考历史更替、朝代兴衰背后

的奢靡之风、腐化堕落，再对比当今时代的贪官忏悔录，

学生才会真切感受到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

危害，才会发自内心的去抑制。

4、提升大学生思想素养

“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用青春书写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生

的殷切期望。大学生不仅要在课本中获取知识，更要鼓

励大学生参与科研。科研的基础要建立在大量资料的搜

集整理和社会调研，对事实的分析评价上。让学生参与

到有关社会思潮的研究中来，不仅可以使大学生拨开社

会思潮的迷雾，看到社会思潮的本来面目和幕后操手，

而且可以使大学生通过思考、分析，做出正确抉择，不

断提升自身思想素养，守好思想阵地。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冲击下的思政

课教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E14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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