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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新

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人群，他们道德认知

践行状况的优劣，道德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将直接

关系到其未来能否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如习近平在与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的：“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

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

身。”[1]10因此，认真考察和分析新时代我国青年大学

生总体道德状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对

于加强新时代高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升青年大

学生道德境界，塑造优良道德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假设

个体道德品质的养成往往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影

响。内因即个体的身心状况和身心特点的影响。外

因则指个体所处环境的影响，诸如家庭环境、学校环

境、社会环境等。本研究从大学生的个体属性及其

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几个方面，

对可能对大学生道德状况产生影响的因素作出如下

假设。

(一)个体属性假设

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是道德自身的鲜明特

征。不同大学生个体因家庭出身、学科背景、学历层

次、政治面貌、生活阅历和性格特质不同，在道德认

知水平、道德情感倾向、道德意志能力以及道德行

为价值取向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而这些通

过知、情、意、行表现出来的个体道德差异，特别是

在行为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以及思想政治素养方

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必然影响个体道德品质的养

成。因此，本研究作出如下假设：H1：个体的认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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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影响个体道德状况；H2：个体的思想政治素养影响

个体道德状况。

(二)家庭因素假设

家庭是子女道德养成的第一环境，父母长辈是

否秉持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能否在孩子道德养成

塑造过程中给予正确合理的道德示范和道德引导，

是影响大学生道德品格塑造的直接因素。因此，课

题组假设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是影响大学生道德品

质养成的重要外部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H3：父母

的榜样示范作用影响个体道德状况。

(三)学校教育假设

高校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高校的道德教育引导在大学生

道德养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校园

风气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方法、效果等

都会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塑造和道德品质养成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个体道德状况。

(四)社会环境假设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

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

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

德观念。”[2]10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

益表现出来。”[3]307从恩格斯的论断中，可以看出任何

社会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

和制约，而利益则是道德产生的直接根源。在阶级

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经济地位不同，形成了不同

的、乃至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并由此产生了各个阶

级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

为规范体系。同样，社会改革、进步，尤其是社会经

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发展都会对人们的道德

观念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正如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中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

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

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

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4]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5：社会环境影响个体

道德状况；H6：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影响个体道德状

况；H7：多元价值观念影响个体道德状况；H8：道德

奖惩机制影响个体道德状况。

二、数据分析

(一)样本信息

本研究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的形式，在上海、北

京、湖北、广东、四川、甘肃、吉林7个省份，选取了有

代表性的30所院校，并在这些高校随机抽取学生作

为调查对象。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6000份，回收5673份，其中有效问卷5640份，有效回

收率为94％。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全国大学生道德状况调查

问卷》对青年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

研究，所设计的问卷包括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调查对

象道德认知状况、道德情感倾向和道德行为选择等。

(三)研究方法

1.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主要统计方法为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方法。

2.变量描述。一是因变量。道德是依靠社会舆

论、内心信念和风俗习惯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

善恶价值判断的规范或原则。我们很难用直接、客

观的方法对个体道德状况进行揭示和分析，因而需

要借助于二分类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即将

受访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作为因变量，并同时将其设

置为哑变量，若大学生道德行为发生，则赋值为1；相
反，则赋值为0。二是自变量。本研究在进行自变量

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主要依据前述理论假设，同时在

构建过程中通过结合大学生自身属性对自变量进行

调整和完善，最终从个体属性因素、家庭教育因素、

学校教育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4个方面选取了13
个具体变量，以期可以全方位地构建变量体系，具体

变量信息如表1所示。

··7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8 思想政治教育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经二元 logistic回归分

析，在研究所设定的变量体系中，个体层面的性别、

年级、学科背景、是否有宗教信仰以及是否独生子女

等变量Sig值小于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

说，Sig值在0.05水平以下的这些自变量不构成影响

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因素体系。除此之外，个体属性

视域内的政治面貌和认知水平，家庭环境视域内的

榜样影响，学校教育视域内的道德教育状况以及社

会环境视域内的社会环境、多元价值、经济体制、奖

惩机制等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得以验证，即假

设H1、H2、H3、H4、H5、H6、H7、H8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的条件下得到验证，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综合前文相关论证结果，依托二元 logistic模型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影响因素，达到了预期目

的，具有研究价值。

(四)结果解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个体的认知水平及政治

面貌、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学校道德教育水平、社

会环境、经济体制、多元价值以及道德奖惩机制等因

素，均会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塑造产生一定影响，需

要予以重点关注。

1.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受个体认知水平及政治

表1 具体变量解释与说明

表2 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性别

学科

年级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独生子女

认知水平

榜样影响

道德培育

社会环境

经济体制

多元价值

奖惩机制

常数

β
0.347
0.04
0.027
0.454
0.463
-0.044
1.751
0.893
1.568
1.27
1.219
1.678
1.237
2.714

S.E.
0.17
0.07
0.031
0.095
0.351
0.176
0.46
0.792
0.404
0.344
0.365
0.415
0.405
0.537

Wald
4.174
0.33
0.759
22.782
1.746
0.061
14.458
1.274
15.084
13.601
11.176
16.372
9.346
25.567

df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显著性(p)
0.051
0.566
0.384
0.000
0.186
0.804
0.000
0.049
0.000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Exp(B)
1.415
1.041
0.974
0.635
1.589
0.957
5.76
2.244
4.799
3.56
3.385
5.353
3.447
15.089

注：p＜0.05*，p＜0.01**，p＜0.001***。

类别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学校教育

杜会环境

变量名

性别

年级

学科背景

政治面貌

独生子女

宗教信仰

认知水平

榜样效应

道德教育

社会环境

经济体制

多元价值

奖惩机制

变量赋值规则

1.男2.女
1.一年级2.二年级3.三年级4.四年级5.五年级6.研究生

1.文科2.理科3.工科4.农科5.医科6.其他

1.中共党员2.共青团员3.民主党派4.群众

1.是2.否
1.有2.无

1.很好2.较好3.一般4.较差

1.很好2.较好3.一般4.较差

1.很好2.较好3.一般5.较差

1.无影响2.影响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

1.无影响2.影响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

1.无影响2.影响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

1.无影响2.影响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

预期符号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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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个体道德认知水

平不同，其道德发展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所
示，个体属性层面的个体认知水平自变量 Sig值为

0.000，小于Sig值为0.00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

意义。表明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越高，其道德发展

状况越好。如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认同程

度与其个人修养的完善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大学

生越赞同“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就越注重个人道

德修养的完善，其道德发展状况越好。与此同时，课

题组研究发现，个体属性层面的政治面貌自变量Sig
值(0.000)在 Sig值为 0.001的水平下得到验证。这一

研究结果说明相对于受访大学生群众，受访大学生

党员更加注重个人品德完善，表明政治面貌对大学

生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正向积极影响。

2.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受父母榜样示范作用影

响。如前文所述，经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环境

层面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自变量 Sig值为 0.049，小
于 0.05，显著性良好。表明家庭环境的研究假设与

实际观测数据拟合情况良好，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

直接影响青年大学生道德品德的养成。

3.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受学校道德教育影响。

学校教育方面学校的道德教育自变量Sig值为0.000，
小于0.001，显著性良好。说明学校道德教育研究假

设与实际观测数据拟合情况良好。表明学校道德教

育对大学生道德品质养成具有正向积极影响，即学

校道德教育开展效果越好，青年大学生道德意愿就

越强烈，道德品行水平就越高。

4.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受经济体制、多元价值、

奖惩机制等多种社会环境影响。如表2所示，社会环

境方面社会环境因素、经济体制因素、多元价值因素

和奖惩机制因素自变量 Sig值分别为 0.000(小于 Sig
值为 0.001的显著性水平)、0.001(小于 Sig值为 0.01
的显著性水平)、0.000(小于 Sig值为 0.001的显著性

水平)、0.002(小于 Sig值为 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

社会环境方面的自变量显著性良好，进一步验证了

我们的理论假设，揭示了社会环境对大学生道德品

质塑造具有重要影响。

三、讨论与建议

调研数据和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个体的

认知水平和政治面貌、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学校的

教育引导、社会经济体制、多元价值观念以及道德奖

惩机制均是影响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时代加强大学生道德建设，应在充分考虑上

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以优良家风培育

为基础，高校道德教育引导为重点，优良社会道德环

境的营造为支撑的社会道德建设体系。具体建议措

施如下。

(一)加强学校道德教育，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引

领学校道德教育方向

1.高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树立全课程

育人的教育理念。倡导各类课程教师都要承担起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的育人职责，将思想品德作为学生的核

心素养，纳入学业质量评价标准。充分发掘各类课

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明确各类课程建设的德育目

标，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体

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管理体系之中。要

优化课程育人的教学设计，创新课程育人的教育教

学方法，逐步建立起规范、完善的专业课、通识课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体系，让大学生在各类课

程的知识学习过程中，都能得到道德品格锤炼和道

德境界提升，实现“知识、能力、品格”的协调发展和

有机融合。

2.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升课程的思想

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调查数据显示，不同

学科背景或专业类型的受访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不

同，导致他们在道德价值取向、道德情感倾向、道德

意志能力以及道德行为转化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差异性。例如，工科学生对“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发生冲突，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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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明显高于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而文科学生对

“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

的”观点的认同度又显著高于理科学生和工科学

生。因此，高校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在系统科学地分

析和研究不同专业或学科背景大学生群体的知识结

构、思维特点、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鲜明特征的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

3.要重视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筑牢大学生理

想信念之基。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大学生党员的道

德认知水平、道德价值取向、道德情感倾向、道德意

志能力和道德行为转化等明显优于普通群众。例

如，大学生党员在遇到老人摔倒急需救助的情形时

的帮助意愿显著高于普通群众；对“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

等思想观念的认同程度也显著高于普通群众。这表

明大学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越坚定，其道德行

为趋向就越向上、向善。因此，课题组认为，高校应

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

以及服务社会中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

崇高的理想信念，让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提升大学

生道德境界和优良道德品质的内生动力。

4.提升个体道德认知水平，提高青年大学生的

自觉道德实践能力。《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提升道

德认知与推动道德实践相结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

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

力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4]课题组在对调研数据

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

心——“为人民服务”存在模糊或错误认知的学生，

往往不把“做一名品德完善的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

标，这表明是否秉持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价值取

向，对大学生道德理想的树立具有直接影响。因此，

高校应着力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道德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积极践行“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的道德要求，自觉以实际行动彰显优良

道德品质。

5.要始终遵循道德教育的实践性规律，彰显道

德教育的实践性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大学生

在道德价值取向、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诚信道德等

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的知行不一现象。例如，90％以

上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但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却只有

58.5％的大学生选择先考虑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

益；90％以上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考试抄袭是违背社

会道德准则的行为，但对此类行为持完全鄙视和否

定态度的仅占受访大学生的33％。这表明道德意志

能力薄弱、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化乏力等现象是

新时代大学生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突出问

题。因此，应重视大学生由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

化的教育和引导，积极推进大学生道德习惯的养成

教育。要尽可能地为大学生创造获得社会实践经验

的条件，组织切实有效的道德实践活动(如暑期社会

实践、实习，志愿服务活动、西部支教等)，创设有感

染力的道德情境，使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社

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争做有理

想、有道德、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二)注重家庭道德教育，以良好家风夯实家庭道

德教育基础

研究结果及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受访大学

生认为，家庭环境是影响大学生个体道德养成的重

要因素。因此，培育良好家风，以优良家风夯实家庭

道德教育的基础，也是新时代涵育大学生优良道德

品质，提升大学生道德境界的重要举措之一。

1.应重视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教育和传

承。习近平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

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5]同样，“中华传统美德是中

华文化精髓，也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4]其中蕴含

着丰富的美德伦理思想，学习和把握其精神要义，对

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帮助家庭成员树

立正确伦理道德观也同样大有裨益。因此，在家庭

道德教育中，父母应在子女幼儿时期就有意识地将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物古迹、家风家训中承载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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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伦理道德资源，结合现代家庭教育的需要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发展，并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让中华

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深深植根于子女的内心

世界，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外化为美好的道德品行

和高尚的道德品格。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大学生对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仁爱、诚信、和谐、孝悌、礼

仪、知耻、勤俭等传统美德，对尊老爱幼、夫妻和睦、

男女平等、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

规范以及中华传统孝道的认同度普遍较高。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受访大学生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美德的赞同和支持比例达到93.5％；对“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的认同程度则高达 97％。

这表明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高

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具备弘扬和传承民族优良道德

传统的坚实思想和情感基础。

2.培育良好家风应始终坚持家庭与民族、国家

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紧密联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高度一致的基本原则，积极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尚，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现代家庭新

理念。倡导广大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

德，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用正确道德观念塑造孩子

美好的心灵。让家庭成员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

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

境界。[4]

(三)优化社会环境，以优良道德环境筑牢社会道

德教育根基

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社

会环境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引发社会道德

问题，阻碍大学生道德品质养成的重要因素。此外

多元价值观念冲击、道德奖惩机制不完善、榜样示范

影响力弱化等也是受访大学生重点关注的影响因

素。因此，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道德榜样引领

道德风尚，不断完善社会道德奖惩机制，努力营造良

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新时代涵育大学生优良道德

品质，提升大学生道德境界的重要措施。

1.应加强对舆论宣传的管理监督，确保舆论宣

传的正确导向。新时代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就是“要把正确价值导向和道德要求体现到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中……加强对道

德领域中的热点问题的引导……增强人们的法治

意识、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4]调查数据

显示，1/3以上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新媒体对他们的

道德养成影响最大。但当被问及最能对人们道德

行为产生约束力的因素时，媒体监督却位居最末

位，仅有 1.9％的大学生认为媒体监督可以对人们

的道德行为产生约束。因此，新时代舆论宣传监督

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对网络新媒体舆论宣传的

监督和管理工作，尤其是加大对网络突出问题的监

督和管理(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大学生认为，对于当

前网络道德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依次是网络语言

暴力(42.9％)，网络语言、内容低俗化(23.4％)，网络

谣言(17.9％)，网络诈骗(11％)和人肉搜索(3.3％)的
整治力度，要及时有力地批评和驳斥充斥于网络或

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违反社会道德、背离

公序良俗的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以确保网络舆论

宣传的正确导向。

2.要进一步完善社会道德奖惩机制。调查数据

显示，受访大学生认为最能对人们道德行为产生约

束作用的因素依次是：法律政策、家风家训、良心谴

责、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媒体监督，其中近40％的受

访大学生选择法律政策，表明多数受访学生赞同用

刚性的法律法规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进行规约和

调控。与此同时，在关于引发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的数据调查中，我们发现近 1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

是社会道德奖惩机制不完善。新时代加强社会道德

奖惩机制建设，就是要“推动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志

愿服务、勤劳节俭、孝老爱亲、保护生态等方面立法

工作……加大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重点领域的执法

力度，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心”。[4]要充分

发挥法治对社会道德奖惩的保障和促进作用，通过

法律化、制度化的道德奖惩机制的有效运作，让良善

正义的思想和行为及时得到颂扬和表彰，邪恶缺德

的观念和行为适时受到贬斥和惩罚，使抑恶扬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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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气正的社会道德环境日渐形成，实现以法治的力

量捍卫道德、凝聚人心。

3.发挥道德榜样的引领作用。伟大时代呼唤伟

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习近平对全国

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广泛宣传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各类人群中涌现出

了大批具有高尚品格和感人事迹的道德楷模。他

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道德的意义，展现了道德的

力量，为社会树立起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取向，彰显

了社会道德的崇高境界。新时代加强高校道德教

育，培育大学生优良道德品格，应充分发挥道德榜

样的引领作用，要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道德榜样

的浓厚氛围，使大学生在学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崇高精神的过程中深化道德认知，激发道德情感，

坚定道德意志，做到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用实实在

在的行动响应道德模范的引领。与此同时，全社会

还“要建立健全关爱关怀机制，维护先进人物和英

雄模范的荣誉和形象，形成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

价值导向”。[4]

四、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展望

当前，学术界关于大学生道德状况的研究成果

较多，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创新。但

大学生道德状况作为一个常论常新的课题，在当今

时代依然有诸多领域和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和探索。一是关于大学生道德状况的研究领域还需

要进一步拓展。例如，本次研究仅对“新时代青年大

学生道德状况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青年大学生道德

品质对策建议”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而对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整体状况及未来发

展趋势”“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突出道德

问题及原因”以及“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品德状况”等问题的关

注和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二是研究方法相对单

一。本次研究主要运用了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对

青年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后续

问题研究中，课题组将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努力实

现差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与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

法以及传统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之间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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