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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研究

摘 要

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高尚的人性品质和行为相统一的产

物、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德规范与遵循，作为一种底线道德标准具有

恒久的普适性。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一个缺乏忠诚素质的

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忠诚铸就了正确的信仰、奉献精

神、顽强的意志品格、职业操守、大忠大爱和正确的执行能力，只有对他

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才能激发人心灵的其他本性，才能使这

些品质充分发挥效用，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人们所追求的主流价

值观念。在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相互斗争中，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

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理想信念，并积

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活动中。

本文以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为研究视角，在介绍古今中外对忠诚论述

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客观分析了现今大学生忠

诚素质的内在构成及其外在表现，进而阐述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必要性。

通过设计问卷并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调查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了

解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找出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并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从观念培育、理论完善、实践探

索、环境塑造以及考核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有效措

施。

关键词大学生；忠诚素质；忠诚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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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10yal够

Abstract

Loyalty 1s the tradltlonal V1rtues o士the Chinese nation，ls me product of

unifo衄noble humani够quali够and behaVior，is the basic moral norms between

people get along with and f01low，as a kind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bottom line

with unVarying moral standards．No matter what year it is，no matter where a

country，a lack of 10yal母to the qualit)，of people is likely to become a tmly make

a difference，Loyalty made corr￡ct faith，dedication，tenaci。1js wm character ajld

e“cs，big faithfulloVe，aJld the execution of the right ability，o工1ly to others，to

the pany，to the people，loyal to the motherland，to inspire the other nature of

mind，can we make me qua】i哆and giVe m11 play to utilit)，，should be a socialism

core Values under 1：he people’s pursuit of mainstre锄 values． In me mutual

stru991e of Various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and Values，strengthening the loyalty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help them establish the coHect Value orientation，

loVe廿1e ideal belief of me part)，patriotic deteHnination to achieve talent，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loyalt)，quali够of college snldents at home and

abroad，t11is paper s啪marizes the concept of loyany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obj ectiVely anaIyzes me inner constitution and extem“蚴ifestation of 10yal够

quali毋of college students，and then expounds m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loyalty quali够 of col】ege stlldents．]rhrough designing吐le questionnaire and

carrying out me questionnaire s11rVey way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data ￡ollected 也e analysis，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l】ation of the c011ege

smdents 10yalt)r quali妙training，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loyal毋quali妙training，and a11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Finally，the ef允ct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1】e 10yalty quali母training of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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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印t cultiVation，theory

perfection，practice exploration，enVironment shap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 Loyal quali哆； CultiVation of 10y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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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第1章绪论

主要包括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在何种研究背景下进行，具有何种研究

意义与研究目的，分析国内外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总结忠诚素质培养的主

要内容、探索忠诚素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此提出本文的创新之处。

1．1．1研究背景

忠诚素质培养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本溯源，我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西方则时从古希腊开始，代代传承。综其内容，历代统治阶级与思想家都很

重视对公民进行态度、信仰、认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教育，普遍要求将外

在的忠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内在品德，对于忠诚素质的培养提出了许多

独到见解。从孔子、孟子、苟子、董仲舒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现代西方的

美国、西欧、俄罗斯国家的忠诚探索，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

有益借鉴。

在2009年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

[1]”。虽只是针对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教育，但也能深深感悟到，大学生作

为新时代的脊梁，对其进行忠诚素质培养，理应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的一项

战略性紧迫任务。继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也指出：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坚定理想信念放在首位，始终坚持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武装师生头脑，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2]”。

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栋梁。但在当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种矛盾冲突及社会思潮彼此交织，青年一代始终是

敌对势力关注腐蚀的焦点，如果不加强忠诚素质培养，就很难使青年大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是非面前迷失方向。虽然大学生

思想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向好的，但面对侵蚀和冲击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

大学生在的忠诚意识和忠诚态度上的问题，因此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

就十分必要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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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通过现代视野的批判和创新，挖掘国内外忠诚教育的优秀资

源和经验，深化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建设，培育出新形势

下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合格大学生，这对实现新时代伟大中国梦具有重

要意义。

1．1．2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忠诚素质的历史渊源、内涵进行相关研究探索，了解大学

生忠诚的基本现状，并通过对当前大学生忠诚现状进行相应分析，找出存在

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同时，通过对古今中外忠诚素质培养的教育历史和

情况的比较分析，在坚持“高扬旗帜、坚定道路、理论铸魂、实践育根”的

理念下，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措施。通过对忠诚素质培养观念的强化、教

师队伍的完善、教育内容的丰富、教育途径的多样、教育评价体系的完善等

措施方面的不断变革创新，希冀能引起高校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重视，

在高校内探索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善、有效的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体系，从

而有效指导高校大学生忠诚教育的实践探索，培养出具有良好忠诚素质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

1．2研究的意义

忠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是道德素质中最重要的品

质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状况的关键指标。忠诚素质植根于生活的方方

面面，包括家庭、单位、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党的伟大事业发展。而大

学生的忠诚素质，则是影响大学生一生发展的内在行为力，是根基性的，并

且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国家、社会及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首要条件和人才

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对大学生进行忠诚素质培养，是指按照忠诚道德准要

求，对大学生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活动，是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优良美德的有效途径。因此，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进行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1理论意义

研究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可以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独特视角，

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学生忠诚教育的研究著作较少，大部分集中在特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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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围。大学生这一群体有其独特的成长与发展规律，以大学生为研究主

体，依据其特点进行忠诚素质培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从学理上厘清国内外对于忠诚素质的阐释，有助于深化忠诚素质的理

论研究。忠诚素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论意义，但每种忠诚都有

其实际的应用背景，符合当地的社会条件。探求不同时期的忠诚素质的内涵

与表现对于理解现今我国大学生的忠诚素质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1．2．2现实意义

通过分析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找到不足与影响因素，从实际

举措上提出对忠诚素质培养的具体途径、方法和措施，从而进一步深化当前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体系建设，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化高校

人才培养理论。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提高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社会培养输送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和应用价值。

对于培养造就大批忠诚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立场自信、观点自信、方法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

忠诚信念、提高大学生的忠诚素质、规范大学生的忠诚行为，以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意义重大深远。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国内研究现状

从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国内对大学生忠诚素养培养方面的研究不是

很多，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进行全面系统理论研究的也尚属空白，但是与

本课题相关领域的研究相对丰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与忠诚相关的研究文献综述。忠诚是古今中外一致认同和遵守

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是集鲜明的时代特色、醇厚的民族风格、固定的岗

位特点于一体的综合素质表现。在我国当代的一般语境下，忠诚是一种做人

合格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素质的核心之点。但是学术研究者们开始系统地

研究忠诚这一人类良好的素质相对较晚。通过CNKI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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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搜索文章名中含有“忠诚”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共540篇，大部分为

期刊，少量硕博论文，主要集中于企业和政治单位的忠诚；以“忠诚素质”

为篇名，没有搜索出相关文献资料；以“忠诚度”为篇名，共搜索出文献

420篇，和以“忠诚”为篇名大部分重复，文献多集中于企业单位。但对于

“忠”和“诚”分开研究国内有部分论述，突出观点主要有以下方面：王子

今《忠概念研究一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3】：此项研究从思

想史、观念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系统讲述了中国古代忠的观念的发展演变过

程，分析的全面深刻。其他涉及到忠的特定领域的在第三部分论述。鲁芳

《道德的心灵之根～儒家“诚”论研究》[一]指出，诚是最高的心灵境界，是

主客观道德的统一，并且概括了儒家对于诚的思想体系，论证丰富、理论深

厚、内容全面；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5]”认为诚是培养人的

一种本体状态，帮助人们克服价值的虚无缥缈状态；赵士辉“中国传统诚信

观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6]”则从诚与信两者的内涵与关系入手，确立人们的

道德责任与追求。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国内虽然有对“忠诚”的研究成果，但缺乏系

统性和深入性，与当前社会道德建设和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联系的紧密度挖

掘不深，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二，与忠诚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综述。通过cNK工中国知网中文期刊

全文数据库，以“党员忠诚素质”为篇名，共搜索出文献21篇，其中有两

篇博士论文，其他均为期刊文献；以“公安、警察忠诚素质”为篇名，共搜

索出文献36篇，均为期刊文献。通过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可知，学者们对高

校大学生忠诚素质关注较少，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行政领域、警察领域及现

代企业模式下的行政忠诚与组织忠诚。

李好所著的《行政忠诚理论与实践》[71是研究行政领域最为系统权威的

著作；罗能生“行政忠诚及其冲突的化解[8]”、葛红兵“行政忠诚实现之途

径【9]”等学术论文总结起来，他们的观点都普遍认为：行政忠诚对现代组织

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解决在行政忠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相应措施

增强行政主体的忠诚情感、培育忠诚能力、完善忠诚行为，以制度的保障机

制促进行政主体的正确忠诚选择。

公安机关由于性质的特殊性和所承担的责任的特殊性，忠诚是他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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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的核心，要求公安系统相关从业人员必须对党、国家、人民、法律忠

诚。因此此领域内相关论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霞“公安院校大学生

的政治忠诚教育刍议[】0】”认为政治忠诚是公安警校大学生根本性的素质，

相关院校要重视且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何钢“公安院校大学生忠诚教育的概

念与特征研究[¨]”对忠诚素质教育研究较为全面，但仍局限于公安院校大

学生；和玉恋“公安院校大学生忠诚教育研究[，2]”对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忠

诚现状进行了分析，从政治忠诚和行政忠诚两方面提出了加强忠诚素质教育

的措施；俞莲英“论警察忠诚文化功能【13】”总结了警察忠诚文化具有继承

性、创新性等特点，论证了警察忠诚文化具有导向、调节、凝聚等功能。

现代企业模式下的忠诚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品牌、客户忠诚度三个

维度，主要代表有金照林“企业忠诚体系及其构建模式[14】，，总结出了企业

的三维忠诚体系，并对顾客、雇员与投资者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对如何构建

忠诚体系提出独有的见解；高福霞“我国企业员工忠诚度研究述评【任]”通

过分析国内学者发表的48篇关于“员工忠诚度”的文献，概述了员工忠诚

度的内涵、发展趋势以及价值因素，并在相关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

议；吴云《伦理视域下的企业员工忠诚研究》【】6]作为一篇硕士论文，作者

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员工忠诚的现状、影响因素，在伦理要求方面提

出培养企业员工忠诚的现实基础、路径选择、保障措施等。

由以上所查资料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忠诚教育体系中，对于忠诚的研

究多局限于非教育领域，一直以来自带一种个别职业教育的“专利”，忠诚

素质也是部分特定职业领域和体系人群的专属，高校极少涉及，这就使得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本应具有的忠诚素质的培养价值在无形中被模糊和淡

化，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第三，与大学生忠诚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综述。通过CNKI中国知网中

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大学生忠诚素质”为篇名，共搜索出相关文献24

篇，没有硕博论文，国内关于大学生忠诫素质培养的研究尚处发展阶段，成

果稀少，多局限于国防生和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这一数量有限的特殊群体。

而涉及对普通大学生进行“忠诚教育”的文章著作较少。主要有高军“高校

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群体的政治忠诚教育【17】”，在给出了相关内涵、剖析了

主要内容、论证了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群体

加强政治忠诚教育的基本途径；张立双“国防生忠诚教育对加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启示[18】”以实际工作教育情况为抓手，从四方面提出加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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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忠诚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观点新颖、方法可取；王宇在

“在比较与借鉴意义上加强青年国家忠诚教育f z91”中提出，美国、俄罗斯

等国家的公民忠诚教育可以为我国开展青年公民教育方面提供有益借鉴；杨

林书在“试论大学生忠诚道德教育[20】”中提出，忠诚道德不仅是我国现代

最高的伦理规范，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奉行的基本道德规范；陶坚在“汲取忠

孝文化精髓，加强高校忠诚教育[：1]”中提出，忠孝文化对加强大学生忠诚

素质培育的重要作用，为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汲取古代优秀文化提供新

的路径；刘鹏“基于知情意行视角的大学生职业忠诚教育研究[22]”中提

出，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角度对大学生的忠诚教育进行了探索，这对加强

大学生的忠诚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三方面国内关于忠诚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忠诚素质一

直以来在大学生教育体系内研究较少，但是可以借鉴的作为研究重点的职业

体系内的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不少，本文立足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研究，力

求吸收其他学者的优秀思想精髓，借鉴成果丰厚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完善

本次研究。

1．3．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忠诚方面的研究开始较早，但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的领域。

首先对忠诚进行论述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伊斯，他在《忠之哲学》中认

为： “忠诚自有一个等级体系，处在底层的是对个体的忠诚，之后是对团

体，而位于顶端的是对一系列价值和原则的全身心奉献。这里的忠诚不分好

坏，能加以判断的是人们所忠于的原则，以此来断定是否有必要忠诚拥护

[23】”。其后，美国社会学家贝克给出了一组织忠诚”的定义，认为组织忠

诚是指员工随着对组织的单方投入的增加而产生的一种甘愿全身心参加组织

各项工作的感情。而在贝克之后，西方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对“组织忠

诚”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莫迪，他对忠诚的定

义是“个人认同组织加入到组织中的相对力量”；加拿大学者梅尔与艾伦在

实证研究取证的基础上，借鉴了贝克和莫迪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忠诚的三因

素模型，就是把忠诚具体化为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感情忠诚、继续忠诚和

规范忠诚；著名学者费德列克·雷海克在多年咨询经验的基础上，编著了

《忠诚的价值》一书，书中论述了忠诚与价值的关系，指出“忠诚是企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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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试金石，忠诚是门科学，并提出基于忠诚的管理模式，以贝恩公司为成

功案例，突出强调员工忠诚对企业的重要性，说明忠诚是建立在员工和公司

相互共同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的【24】”。

虽然国外对于企业忠诚方面的研究较为广泛，但专门对于大学生忠诚

素质培养的研究很少触及，主要集中在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具体

做法上。例如，美国强调通过多种教育方法和途径进行隐形渗透，采取对本

国的历史成就、文化成果进行直观展示教育，宣传美国在国内外各方面取得

的辉煌成就，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信任感以及民族

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同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规定，国内所有学校都必须开设

历史文化课程，必须背诵国家誓词；随时随地在有升国旗的场合，每个国民

都必须左手放之胸前、面向国旗站立行注目礼。此外，投入大量基础建设资

金，修缮纪念馆、纪念碑、博物馆等，激励本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促发他们

树立报效国家的壮志雄心。

由此可见，国外对忠诚素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上的员工忠诚

上，而对于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研究较少，也没有专门的提法，只是在爱

国主义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渗透相关的爱国忠诚情怀教育，倡导学生

以对国家的认同感提高对国家的忠诚意识。

1．313国内外研究综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均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方面的研究较少，主

要集中在特定职业领域和特定的群体组织。针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在

理论上，依旧是缺乏系统的研究；在方法上，也缺少具有切实可行的针对性

措施；如何在大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贯穿忠诚素质的培养，积极吸取古今中

外关于忠诚素质培养的优秀经验，深入落实开展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形

成具有相对完善系统的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体系等方面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

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4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1．4．1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从以下几部分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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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内涵。首先对忠诚的内涵进行思想考古，

探究其理论意涵。从古今中外的角度挖掘忠诚的相关论述，从中找出一致性

和差异性，以此揭示不同背景下忠诚的内涵。其次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的概念

进行了界定，从忠诚素质入手把握大学生忠诚素质的本质概念，探究了其素

质构成，从组成部分上对大学生忠诚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再次，从对国家、

家庭、职业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忠诚素质的表现，从外在表现上把握忠诚素

质培养的思想脉搏。最后，阐述了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分别

为：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弘扬传统忠诚文化的必然要求：

是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实践者。

第二部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问题的分析。本章从四个方面对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问题现状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进

行问卷调查，对于问卷总的情况进行概述并进行相关问卷的分析。其次，分

析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大学生忠诚素质培育的观念不够强、

内容比较单调、方法比较单一、教育队伍不够完备。最后，分析了造成大学

生忠诚素质培养问题的原因，有国家的重视教育程度不够足、学校教育针对

性不够强、社会风气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尚弱以及个人的重视

度较差、网络文化等的冲击。以此为后文研究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的忠诚素质培养体系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有效措施。忠诚素质的培养需要

理论与实践的密切配合。首先在理论上铸魂：加强国家、高校的相关体系建

设以及重视程度；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加强课程建设，

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在实践上育根：锻炼能力、塑造

品格、升华境界。采取课内课外结合、网上网下互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以忠诚

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活动，以理论和传统的力量武装塑造学生、鼓舞学生，树

立起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道德实践塑造、先进典型示范、教育活动开展、

完善科学考核评价监督制度、毕业跟踪回访为重点项目的工作系统。

1．4．2研究方法

第一，历史研究法。查阅了中国及国外历史上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

借鉴其中的优秀思想和经验做法。

第二，社会调查法。通过对相应机关、院校的调研学习，了解社会对

高校人才培育的意见建议，了解当先国内高校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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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第三，文献研究法。查阅有关的书籍、论文、报刊、国家政策报告等

文献，研究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文件，结合学校实际，进行相

关研究。 ．

1．5创新之处

忠诚，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当前对大学生忠诚素质

教育问题的研究相对于诚信、友善等传统价值观的研究较少，也比较集中，

大都集中在国防生、警察等有特殊职业色彩的大学生的教育上。且对忠诚素

质的内在含义及影响因素很少提及，这恰恰也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发挥的

空间、指明了创新的方向。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忠诚及忠诚素

质内涵进行阐释，依据大学生所处的特殊阶段、具有的特殊心理、占据的特

殊社会地位，总结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概念；结合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文

化的忠诚理念阐述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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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内涵

2．1古今中外对忠诚内涵的界定

忠诚是一种道德底线，标志着人格高尚的与否。包括对党、对国家、

民族、事业、同事、朋友、家人以及自己的忠诚，涵盖方方面面。

2．1．1古代中国对于忠诚内涵的阐释

据相关史料记载， “忠”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哲学范畴和伦理规范，

主要包含有“敬”、“中”、“尽”、“一”四个方面的含义。所谓“敬”

主要是敬君：指臣对君尽心竭力的人身依附上的道德关系，以“礼”来规

范、受“礼”的约束，臣在受到君的重视后自然激发出忠心报君的忠勇之

心；敬业则是对从事职业的态度和行为，要忠于职守、有责任心；敬人强调

日常态度上的端正，与人交往的诚恳。所谓“中”与“忠’’古义相通，有正

直、不偏不邪的意思。所谓“尽”，曾子曾有一个典型描述“可以托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名，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谓“一”指践行忠的态度坚定、

别无二心、忠贞不移，反映了行为主体的坚定执着，体现了忠的崇高性与使

命感。

“诚”最早出现在西周，指“真实不欺，诚实无妄”，可对其解释

为：就个人言行而言，要做到“言而有信”；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要做到

“减信为本”；就人与社会来说，在于“道法自然”。“诚”是一种极高的

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发扬着中国民族对善的坚定信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指导着中华民族的安身处世之道。

“忠”和“诚”两者之间的彼此依赖、相辅相成， “忠”强调行为上

的忠心尽责、全心全意， “诚”表达为内心的真心实意、言而有信。作为规

范道德的特定行为准则，忠是作为心理状态的诚的现实展开，诚则是说明忠

的心理依据。在《苟子》中有对忠诚的最早记载： “忠诚盛于内，贲于外，

形于四海【25]”，是发自内心、显现在外，以中正的心、竭尽全力地对待所

在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所面对的人物，是放之四海之内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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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国外对于忠诚内涵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忠诚作了重要论述，这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观点如下：一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忠

诚。无产阶级的性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及所承担的历史使

命，都蕴含且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忠诚服从、效忠自己的政党，才能取得共

产主义的伟大胜利。二是，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忠诚。列宁曾明确揭示到，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需要有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26]”。只有团

结可以团结的所有人，才能既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当家作主，又能组织

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建立新制度、过上新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

渡。历史终将证明也必能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三是，忠诚于人民群众利益。 《共产党宣

言》中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运动[27]”。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上，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推动社会主义

事业的永续发展。 四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

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辩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忠诚的阐释，实质上是符合时代的科学的、真

理性的忠诚。

而在西方发展史上，古希腊城邦是不容忽视的，以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为代表的著作中强调： “忠诚是对城邦和国家的热爱[z8]”；中世界神

权专制下，忠诚也演变为人民服从政权与皇权，由于强大的神权造成人民对

上帝的绝对忠诚；专制制度下以本尼迪克特经典著作《菊与刀》为例， “渗

透了日本公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信仰与忠诚文化传统。天皇与贵族间以

相互忠诚和保护为前提建立个人联系【29】”；推崇社会契约的美国也通过多

种教育方法和途径进行隐形渗透，以本国的成就成果教育、历史文化教育使

学生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与民族荣誉感。到了当代对忠诚的专门论述则较

少，在国外研究现状都有所提及，大部分集中在企业领域，专门对于大学生

忠诚素质培养的研究很少触及，主要是在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具

体做法上。

综上，尽管国内有许多关于忠诚的研究史料，但在现代意义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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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却较少，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专门论述更是屈指可数。国外对忠诚

的研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但现代西方大多集中在商业领域的组

织、企业忠诚、品牌忠诚等，并且把忠诚与组织倾向有混淆的现象，从教育

学、史学等角度的专门研究特别少， 《忠之哲学》是最系统的理论，但缺少

实践践行。我国自开始思想政治教育以来，忠诚素质培养虽有贯穿进行，但

参差不齐且不够系统全面。尽管如此，以上忠诚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

了丰富的可借鉴资料。

2．1．3我国当代对于忠诚内涵的阐释

当代对于忠诚的阐释多与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看其忠诚行为是否符

合当时社会组织群体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体的社会利益。是

一种基于人性善的假设，以人性自我完善，以义务优先的道德观念与制度规

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是自然的利益交换过程，更是人的感情、理性、

道德的交换过程。随着社会法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纯粹的个人依附忠

诚关系被弱化，但忠诚作为一种品质或素质，是需要一直被传承与发扬的。

在现在语境中，忠诚基本沿袭了古代的宽泛概述，但也剔除了封建思想的落

后糟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夫妻之间和睦相处白头到老，朋友之间情

同手足，员工之间团结一心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凝练表达，习总书记多次做了重要论述和明确要求。十九大报告更明确指

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弓i领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30]，，。可以说，要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外行，离不开忠诚的

贯穿始终。

2．2大学生忠诚素质的界定

忠诚素质既不同于忠诚品质也不同于忠诚品格，有其自身的独特含

义，表现为忠诚意识、忠诚态度、忠诚观念与忠诚行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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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忠诚素质的概念与特点

“研今必习古，无古不成今。”今与古的对立统一性，要求我们在沿

袭忠诚素质的时候，要辩证对待。因此，忠诚素质的历史性过程性决定了它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糟粕应予以剔除，如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愚忠伪诚、

个人效忠；而以忠孝、诚信为精髓的精华则须大力继承与弘扬。《伦理百科

词典》对“忠诚素质”界定为“具有忠诚素质的人，表现为对集团、对阶

级、对政党、对国家、对事业和对信仰的信誓旦旦、坚定不移的素质；对个

人友谊、爱情婚姻、亲朋邻里的忠实无欺[31]”。那么可以理解为忠诚素质

就是个人或群体在某种现状、原则、社会规则的趋使下的具有选择性、持久

性的状态，是为维系某一固定情境的行为动向和选择。集中体现为四方面特

点：一是排他性，强调要有所取舍，是以竞争性的友谊存在的；二是长期

性，忠诚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信任的基础上慢慢养成；三是复

合性，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在内的特殊的态度，与归属感、认可感、满

意感密切相连；四是外显性。表现为言行一致，恪守原则，迅速完成任务并

进行及时的反馈，能保守秘密、守口如瓶。

2．2．2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概念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贯穿于大学生律人律己、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一般对于素质的培养第一要务就是对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引导和过渡，这一过

程中必然涉及到规则、秩序的强制和灌输，但寻本溯源终究是对人性本善的

引导和发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忠诚素质培养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引

导，以主客体之间的善、真、美的吸引与促发来完成，目的就在于弓l导人性

中善的最大发挥和潜能释放。对大学生进行忠诚素质培养就是指，教育者针

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的，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大学生有组织性与计划性地施

加忠诚素质教育，加强大学生对忠诚理念的认同，提升其忠诚认知水平，培

养其忠诚情感，进而养成忠诚行为的一种习惯性教育，是以增强其诚实、信

任等品质为直接动力和目标的实践教育存在。

2．2．3大学生忠诚素质的构成

一个忠诚于党、国家、入民、社会与家庭的大学生，大都具有坚定不

移的政治信仰、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恪尽职守的职业操守、言行一致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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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人格。因此，大学生忠诚素质应该包括四方面构成：第一，政治信仰是指

对某种政治制度的自觉认同与信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是

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心理基础。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大学生只

有树立起坚定的政治信仰，才能用自己的信仰来坚定对谁忠诚、怎样忠诚，

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净化报效祖国的理想与境界。第二，大学生践行忠诚

的意志品质是大学生自觉确定目标并以此调节支配自己的行为，打破忠诚行

为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对自身提出严格的要求，在进行抉择时做出正确的判

断，自觉培养忠诚意识，实现忠诚行为达到预期的忠诚目标。第三，职业操

守与职业活动紧密相连，精髓就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符合职业特点所要

求的道德准则与品质的综合，既是对职业行为的要求，又是从事该职业的人

员对社会应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必须遵从的道德底线和行业规范。大学

生是未来国家的精英，与普通人一样需要职业操守上的自觉与自律，也是个

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以忠诚素质树立一种忠于自己职业，恪尽职守的操

守，与同事之间、上司之间保持和谐的忠诚关系与义务感，形成对自身的自

觉性约束。第四，诚实人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资格与尊严，是人的社会性和

自我性相结合的体现。言行一致的诚信人格，是在社会交往、家庭伦理与立

身处世等方面遵守的有关诚实守信的规范的综合，是格物致知的一种表现。

缺少诚信素质的大学生，很难形成统一完备的自我。

2．3大学生忠诚素质的表现

人的素质一般都具有内在构成性和外在表现性，大学生忠诚素质也具

有此特征，概括起来讲，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外在表现从以下几方面为剖析点

详细进行了论述。

2-3．1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尊重差异、包容共性，形成

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的指引下，维护民族团结，了

解民族历史，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民族忠

诚就要积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播优秀民族精神，向世界人民展示已经被

实践证明的先进民族文化，传播最新民族文化创新成果，提高文化软实力，

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国家忠诚首先要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

事，维护国家荣誉与利益，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与任何企图分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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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为作斗争，立志报效祖国，增强国防意识，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中

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大集体，祖国经济的繁荣、文化强盛、政治清明离不开每

个人的共同努力，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有责任和义务主动担负起这个重任。

2．3．2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人民

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队伍也会相应扩大。要积极宣

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坚持党对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核心是一面旗帜、核心是一种力

量、核心是一种方向。党的十七届四中全指出“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

于人民”作为评价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品行的重要标准。同年，习近平总书记

也曾明确强调： “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要加强

政治忠诚教育、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

育，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保证年轻干部健康成长【3z]”。在这里，

“忠诚教育”被放在了加强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之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忠诚教育的重视。自党成立以来，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自建国以来，进行了全方位建设，确立了相应的

制度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实践，完善体制机制，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因此，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绝对忠诚于党、党的领导

核心、党的国家事业，坚定爱党、信党、跟党走的忠诚信念。同时，我国是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居于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官爱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人民做实事、做好

事。既做显功，又做浅功，坚定功成不必在我的为官理念，建设成果让人民

看得见、摸的着，有幸福感也有获得感。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对人民忠诚也表现为人民之间相互帮助、相互

扶持，友善待入、诚信做事。

2．3，3对家庭和感情的忠诚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是伴随每个人终生的环境，对家

庭的感情陪伴着每个人的始终。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处所和港湾，

夫妻、老人与子女是家庭的构成因素。大学生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是家庭关

系的调和剂，其忠诚素质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家庭关系的和睦程度。大学生对

万方数据



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家庭的忠诚首先表现的就是要孝顺父母长辈，尽到自己赡养的义务。尊敬照

顾父母长辈，但也不同于古代的愚孝，对待父母的教诲要加以审慎判断，优

秀的建议加以吸收，不合理的建议要注意跟父母的沟通方式方法和做事态

度；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相依相偎、彼此忠诚，遇到问题不欺瞒、不独

断、和睦相处，有争议的问题相互商议，共同解决；兄弟手足之间要有慈爱

之心，相互扶持，相互提携，不做违反忠诚道德的事情。大学生作为社会的

一份子，不论现身处的家庭环境还是以后的小家庭环境，都是人生中至关重

要的社会形态，要以忠诚的态度对待，树立传承良好的家风。其次，除家庭

氛围中体现的父母子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与爱人间的忠诚感情外，对感情

忠诚还包括师生之间和谐相处、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同事共同进步之间以及

朋友之间胜似兄弟的深厚情谊。

2．3。4对职业和集体的忠诚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中讲到， “在知识经济

时代，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一人才[33】”。大学生作为第一人才是否具

有对忠诚素质至关重要。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职业忠诚定义为“个人对所

从事职业忠心耿耿[3。]”。企业作为一个小的集体，对职业和集体的忠诚强

调奉献精神与忠诚意识，是对职业追求的使命感和对集体负责的责任感，是

每一位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第一，对职业和集体的

忠诚应该是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在大学培养的道德素质之一：第二，对职业和

集体的忠诚源自于大学生对未来从事的组织团体、所供职单位等的忠心耿

耿，并把这种心理倾向作为自身的表现形式；第三，就大学生职业和集体的

忠诚的对象来说，不仅包括工作本身、也包括领导、同事与合作单位等，这

就需要大学生更加注重在专业上、责任上以及精力上等多方面的投入，进而

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报酬；此外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与文化，大

学生职业和集体忠诚也需遵从职业规章制度和道德要求；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忠诚具有双向性，并不是单方面的态度与行为，其产生和发展是随着职业生

涯的调整而逐渐形成或消退的。因此，对职业和集体的忠诚便具有可塑性和

发展性、多变性以及双向性。大学生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爱岗敬业、忠诚奋

斗的职业精神，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发展，维护集体荣誉，走向工作岗位后

严以律己，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才能更好的忠于集体忠于自己

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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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必要性

忠诚素质是大学生道德素质的重要方面，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是培育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

优秀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2．4．1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全面发展也就是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不偏不倚。但在现行教育体制

下，无论从高中教育还是大学培养，都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就业程度，

对思想教育的引导，忠诚素质的培养相比较来说不够重视。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的现行阶段，不可避免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这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存在

一定影响，加之相关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不适合大学生的接受心理。综合

起来易导致大学生自身缺乏学习动机和学习意向，对忠诚素质的养成兴趣不

高，甚至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消极态度。如何克服大学生的偏见，

提高忠诚素质培养的认同度、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大学生对高校忠诚素质

课程的认可是当前应该关注的。因此，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就是要引

导大学生从整体上学习掌握忠诚素质的相关理论，并以此来改造自己的主观

世界、树立正确的人身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于激发大学生对理论课程与

实践课程的学习兴趣，推动高校课程的有效开展以及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具

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大学生正确认识了忠诚素质培养的价值和开设相关课程

的必要性，便能客观合理地认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增强大学生社会认

同感，激发主动学习兴趣。而大学生对忠诚素质课程兴趣的提高，也可以促

使大学生更好的认同社会发展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

响，以此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2．4．2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本质要求

罗马尼亚学者马赫列尔曾说：“青年是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

的连续轨道上产生、存在和发展的135】”。党的十九大肯定了青年一代大学

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年富力强、他们是时代骄子、是具有可塑性与开

拓性的群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人才。无论从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还是我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大学生都挺立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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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风头浪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对国家制

度、国家政策、国家体系的认同与否、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对社会的奉献程

度、对人民的忠诚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一个国家和

民族要想在风云变化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人

才接班人的队伍建设，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忠诚素质培养，从思想

理念上端正大学生的态度。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使他们真正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习近平曾在同各界优

秀青年代表座谈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36]”。

作为青年佼佼者的大学生地位是如此重要，毋庸置疑，拥有了青年大学生，

就拥有了建设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

2．4．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

中最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

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37】，，。大学生作为优秀青年分子，是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是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加强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可以进一步坚定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提高拥党爱国意识，是推动核心价值思想进

入大学生头脑的必要手段，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为大学生所掌握的

重要举措。引导大学生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有利

于从方法到内容上全面促进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融入到日

常学习、生活中，进而营造良好的校风和、与社会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因此，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责任所系、使命所在。

2．5本章小结

首先对忠诚的内涵进行思想考古，探究其理论意涵。从古今中外的角

度挖掘忠诚的相关论述，从中找出一致性和差异性，以此揭示不同背景下忠

诚的内涵。其次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忠诚素质入手把握

大学生忠诚素质的本质概念，探究了其素质构成，从组成部分上对大学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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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再次，分析了大学生忠诚素质的相关表现，包括对国

家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以及对职业的忠诚，从外在表现上把握忠诚素质培

养的思想脉搏。最后，阐述了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分别为：

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本质要

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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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章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展开了相关调查，在分析相关数据的基础

上，了解了当前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找到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

在的问题，从而分析了造成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问题的成因。

3．1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更直观的了解大学生忠诚素质

培养存在的阀题，为成因分析提供较客观的依据。

3．1．1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问卷的基本情况

本论文涉及的调查问卷选取了黑龙江两所高校：哈尔滨理工大学、哈

尔滨工程大学以及山东三所高校：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共计5所学校进行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状况的实证调查与分析。这几

所学校都是所在省省属公办高等本科院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

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该课程均涉及了忠诚素质的培养教育。本次调

查，采用了问卷形式来调查。具体问卷见附录。

问卷的设计与采用，主要是以选取学校所有专业的在校生为调查对

象，随机进行取样抽取。问卷属于自编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及忠

诚素质培养状况展开的，内容上主要包含了在校生的忠诚理念认知、对忠诚

的学习状态、生活、工作中的忠诚表现等各方面。此问卷在前期试做的基础

上，随机抽取每个学校大概160份为样本，总共800人，发放问卷800

份，收回769份，经核查，其中有效问卷750份；有效率93．、7％。

3．1．2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问卷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回收分析情况来看，当前大学生的忠诚素质状况总体上

是好的。绝大部分学生都认同忠诚素质的重要性，并认为忠诚素质应放置在

众多品德修养的首位予以重视，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与生

活中，自觉把忠诚当作人生行为的准则面笃行。但在整体向好的趋势下，不

可忽视在大学生之中仍存在明显的忠诚素质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日常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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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活、家庭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活动以及毕业的求职过程等四个方

面的不同程度的忠心诚信缺失，甚至有的大学生在忠诚的认知上还存在着部

分偏差。

此外，通过调查问卷还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主流是

好的，全校师生对忠诚素质的培养都比较重视。一致认为高校加强忠诚素质

培养的途径相对较多，一般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进行忠诚素质培养的主渠

道，辅之红色实践课程、校园学术讲座以及校园文化活动等，采取的主要教

育方法则是灌输法。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忠诚素质培养提出的时间较

晚，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忠诚素质培养不可能覆盖到高校德育的

全过程，大学生忠诚教育仍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例如对当前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观念不强、方式方法滞后不够得当、教育队伍和平台建

设效果不明显、针对性、实效性不强等问题。

3．2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得出相关现状的基础上，从观点、内容、方法与培养队伍四方

面入手，进一步总结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

3．2．1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观念不够浓厚

高校虽然已经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提到了日程，但是不管是教育主

体还是教育客体都部分存在着思想观念不强的情况。部分师生对当前大学进

行的忠诚素质培养认可度不高，认为忠诚素质培养的理念停留在传统思想

中。近40％的学生不认可学校的忠诚素质培养方式，大部分老师认为忠诚

素质培养模式需要更新、内容需要增加、针对性需要增强，更有甚者还存在

个别老师并不认同现行的忠诚素质培养体系，认为存在在社会大环境与学校

内部小环境中的反面人物与教材不利于高校忠诚素质培养的顺利开展。同时

有的教育者甚至可能会认为忠诚素质培养是大学生自身的事，跟教育者没有

多大关系，其本身持有的忠诚素质培养理念不正确。有的大学生对学校开展

的忠诚素质培养活动也不全理解，认为对自己做到忠诚就行，而不关心对他

人和社会是否要讲忠诚。同时，在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自身的辨别能力不

足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冲击力认识不够、防范意识不

强，自觉参与忠诚素质培养的主动意识不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理念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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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忠诚素质培养上升成为一种忠诚观教育，赋予其时代内涵，包含人本理念

与公民教育元素，而造成目前高校忠诚素质培养收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当前忠诚素质培养理念缺少人本理念和公民教育这两个时代要素。

3．2．2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内容不够丰富

自中央重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以来，虽然都引起了各高校重视，但在

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仍然沿袭传统的教育模式，并没有提出新的内容和方法。

一方面，当前对大学生进行忠诚素质培养主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来进

行，本身思想政治理论课处于调整变革期，作为主阵地，如何吸引大学生眼

球，博得大学生的喜爱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方向。但作为组成部分

的忠诚素质培养课程，本身就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单调、内容不够与时

俱进的弊端，更多的是对理论的枯燥宣讲，’不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缺乏能给大学生真实感受的材料，教学内容上更新缓慢，缺乏时代的

感召力，不可避免因为其狭小的教育空间并不能发挥忠诚素质本身所应具有

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系统性不强。高校目前尚未将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作为一个较独立的体系进行，穿插在思想政治相关课程与

工作中，关于独立的教育模式体系和内容方法体系成果不多，缺乏针对性和

计划性，导致在教育活动中仍采取单向理论灌输的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大学生接受忠诚素质教育的效果不佳。

3．2．3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方法比较单一

对于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方法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高校对当前大

学忠诚素质培养的方式方法单一，在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中，灌输式占主

体，只重讲授知识，不重传授道理。在日常教育中存在“只管不教”的层

面，也就说，并没有对大学生的忠诚行为进行事前引导，仅仅对发生非忠诚

行为的学生给以相关的严肃处理，这种以罚代管、以管代教的方式，使得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过于简单化、粗俗化。试想如果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

只是让大学生知道“应该”忠诚， “必须”忠诚，而不能引导大学生去认真

思考和领悟“为什么要忠诚”，那么忠诚素质的培养也将不能激发大学生内

在的情感，也就不能内化为大学生主体行为意识，因而所达到的教育效果也

就不会理想。

其次应当看到的是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平台建设比较滞后，在教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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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缺乏创新。当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多媒体教学早己普及，带动完成了

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变革。但落脚到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上，平台的选择一般

还是沿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为主渠道平台，比如教师在课堂上教学板

书、开展相关讲座、布置相关宣传栏等为途径开展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活

动，而利用和建设网络信息平台等方面比较滞后，由于大学生对新鲜的事物

的接受度较高、兴趣较强，对新平台的应用性较为普遍，而大学生忠诚素质

培养的现代化平台建设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对大学生课外实践教学的推

送重视程度也不够。因此，发挥新媒体的平台作用在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方

面的作用显得比较紧迫和必要。

3．2．4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队伍能力水平尚待提高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队伍主要依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部分教师

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相关理论上的学习、培训和研究较为缺乏，主动参

与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比较薄弱、视野狭窄。一方面，从教师的行为

示范、道德高度讲，这些教师理应具备较高的理论与思想水平、人格高尚。

要想高校开展的忠诚素质培养课程取得实效，不仅需要依靠老师的学术魅

力，还要依靠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思想意识进行引领。但目前这部分

教师队伍的道德修养和知识能力参差不齐，易出现同样课程的两极现象，一

极是教师的慷慨激昂讲教义，学生听讲状态散乱、无精打采；另一极这是教

师台上台下都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引发学生思考，大学生认同课程感较强。

虽然影响大学生对课程认同的因素是多面的，但教师的人格素质魅力不可忽

视的。因此，提高教师的人格魅力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

另一方面，从部分教师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选取存在问题来讲。首先，

教学方法缺少针对性。大学生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忠诚素质培养方

法的选取要有针对性，切忌漫天撒网广捕捞，枯燥的满堂灌方式让师生之间

缺少互动和交流。其次，作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实践教学方式在现实教

课过程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组织活动中缺乏科学性。许多教师

容易在实践当中全程策划和组织，体现不出大学生的主体性。作为此种现象

的对立面，存在极少数教师对实践教学采取放羊的散养形式，没有进行有效

的管理与监督。大学生的活动参与缺乏广泛性。忠诚素质培养的实践活动是

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但由于活动经费、活动人数的限制易出现以点带面的现

象。多数学校最为常见的暑期社会实践，就只能是少数人参加，大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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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机会参与、形式缺乏多样性。从目前许多高校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教

学过程中方式方法的选择不当，导致学生参与愿望降低，忠诚素质培养的效

果并不十分明显。

3．3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问题成因分析

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处在一个相对的环境之中，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从社会风气、学校教育、家庭氛围、网络文化四方

面对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3．3．1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忠诚素质培养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塑造和养成的基点，在大学生人才

培养上具有广泛的意义。社会风气作为影响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重要的外部

环境，其环境的优劣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好坏程度直接相关。当前我国

正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期，各种矛盾和冲突竟相

浮现，同时多元价值观的传播、社会不正之风的弥漫、道德失范现象的杂

生，虽然使大学生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带来的丰厚成果，但思想

文化的冲击却是近乎几倍的冲击，其影Ⅱ向力不可忽视。尤其随着网络科技的

不完全发展，社会生活中不健康因素曰益增多，各种不良信息的诱惑、不忠

诚行为的屡见不鲜、放大的失信现象也屡现网络，由此客观上扩大忠诚缺失

的社会效应。各种不良资讯对正处于成长青春期、发展关键期、认知模糊

期、价值塑形期的当代大学生有着异化的巨大诱惑，极大地抑制了大学文化

自身特定文明品格的生成，影响了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动摇

了大学生对我国社会公信度的信心，甚至会波及如何考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高

低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等。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忠诚素质培养，构建以

忠诚素质为基本内核的校园文化，培养以忠诚素质为基本品德的高素质人

才，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社会提供一个优良的社会风气氛围刻不

容缓。

3．3．2学校教育格局不完备

高校大思政格局没有完整性构建，各方力量(机关、部分、单位)各

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各方面缺少沟通合作，思政课教师偏重于理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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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辅导员偏重实践、专业课教师忽视育人、管理服务缺少人文关怀，全员

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格局尚未真正实现。

学校教育因素在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因素中可以划归为微观外部环

境，学校因素是一个庞杂的微观系统，包括高校巾从事教学的教师、负责管

理的行政人员、负责保障的后勤人员以及课程教学内容。本节侧重选取了对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影响较大的两个学校教育因素：培养课程和教育方法。

其一，每一门课程都有自身特定的教学内容，教材是对教学内容的基本规

范。但是忠诚素质培养的优劣，决不仅限于选取一本高质量的教材，而是要

在把握教材的基础上，贴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采取多种形式与多种样式对

教学内容不断改革创新，完善课程体系。一般教材内容滞后于时代发展是符

合教材规律的，但是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滞后于理论的发展是不符合教学规律

的。因此，教师在遵循教学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将新的理论研究深化，不拘

泥于课程教材的内容和形式用学生普遍乐意接受日勺语言表达出来，使他们学

到教材上没有的东西，带给他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理论研究前沿的把握与

最新成果的普及是武装了大学生的头脑、影响高校忠诚素质培养课程的重要

因素，也是被实践证实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教育因素。其二，高校忠诚素

质教学方法本质上是对规律性的教学方法的的理性运用，选择采取何种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使用这些方法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准则是学校教育的

着力点。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新时期，要想深化高校忠诚素质培养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地位，就必须转变理念、更新方法。好的方法事半功

倍，坏的方法事倍功半，在同等高校投入的情况下，改善学校教育方法，有

针对性的根据不同性格、不同成绩的学生进行培养，有利于大学生对高校忠

诚素质培养课程及教学方法的认同、有利于丰富大学生的情感，提高大学生

对国家与社会的正确认识，增强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能力。

3．3．3良好家庭教育的缺失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同时家庭作为永续的存在，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是不间断的。因此，家庭

在忠诚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连续性作用。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材的温室

和温床，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与家庭风气中会培养出优异的家庭成员，可能具

有诚实守信的良好思想、勤劳肯干的坚实态度、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相

反，若缺乏优良家风与家庭氛围以及家庭人际关系的家庭，可能会为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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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发展埋下种子。而家长是一个家庭中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终

身老师。因此，家长的忠实诚信行为直接影响到孩子忠实诚信品质的形成，

家长的不忠实不诚信行为有时甚至可以销蚀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忠诚素质

培养所起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家长只是单方面要求孩子要勤奋学

习、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养成良好的忠诚道德习惯，但忽略了自己的言行

举止，常有弄虚作假、欺骗他人的丑行。若这些行为被孩子所知晓，就会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不可能做到忠

实诚信。从古至今，由于受到教育体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中国的家庭

长期以来过于片面强调的智育而忽视了德育。随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家长

对孩子的期望也相应越来越高，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更重视学习成绩的好坏，

而忽略了日常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忠诚素质教育，这些家长对于

子女平时的不诚实行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忽视了对孩子良好品德的塑

造，没有及时纠正子女的不规范行为，这在客观上就导致孩子易形成投机取

巧的心理倾向，爱耍小聪明，甚至部分家长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孩子聪明有能

耐，从而导致了孩子价值观的偏离。并且每个家庭中家长的道德水平也是良

莠不齐的，也不可能使忠实诚信的观念很好地渗透到孩子的人格培养和塑造

中。

3．3．4网络文化的侵蚀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资源、要素的相互

流动和配置也不断深入，西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理念也在潜移默化的影

响我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冲击着国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选择，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形成了挑战。在深受影响的社会群

体中，作为国家人才后备军的大学生群体尤其值得关注。这一群体忠诚素质

的高低，将影响大学生成才的质量、影响大学生是否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

的合格守卫者和可靠传承者。而综合素质中至关重要的素质就是忠诚品质的

养成与高低。而媒体网络(包括校园网络)对高校忠诚素质的培养的影响举

足轻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社会的形成冲击了传统社会的道德和

价值观念，作为网络社会主力军的大学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忠诚观念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媒体网络中积极向上的内容，鼓励学生自我进

取；消极低迷的内容，使学生颓废消沉。在媒体网络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有

的学生积极吸取媒体网络的正能量，武装自己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提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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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素质，这些学生是高校忠诚素质培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有的学生贪婪

地允吸着媒体网络的负能量，使自己认识偏激，性格扭曲，不求进取，思想

堕落，这些学生在高校忠诚素质培养进行中，成为阻碍者和破坏者。所以，

媒体网络对学生的影响不同，直接作用着高校忠诚素质培养的连续性。

3．4本章小结

本章从四个方面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阀题现状进行了分析。首

先，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进行问卷调查，对于问卷总的情况进行概述并进

行相关问卷的分析。其次，从问卷中所反映出的大学生忠诚素质进行详细分

析。再次，分析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大学生忠诚素质培育的

观念不强、内容单调、方法单一、教育队伍不够完备。最后，分析了影响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因素，有国家的重视教育程度不够、学校教育针对性不

强、社会风气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导致个人的重视度较差、网络文化因素

的冲击。以此为后文研究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忠诚素质培养体系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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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措施

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工作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

方面合力引导。本章从观念的培养、内容的丰富、理论与实践的强化、环境

的优化以及机制的健全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途径。

4．1增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观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思想的塑造者。重视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

养，首先应该从观念上进行培育，以观念的力量引导行为的方向。

4．1．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大学

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为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

现。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至关重

要。

首先，强化大学生认知上的认同。就是通过宣讲等各种方式让大学生

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厘清国家、社会、个人层

面的内在联系。围绕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各种征文比赛、话题

讨论等活动，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进入脑海心田。其

次，优化大学生情感上的认同。在准确把握内涵的前提下，以情动人、感

人。依托文化名人、学者的专题论述、书籍等的育人感化作用优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组织参观爱国主义基地、举办专题活动等加强对正确

价值观的崇敬，使大学生坚信并自觉践行和宣传。再次，深化大学生的理性

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和引导者的队伍建设，通过队伍宣传

不断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对社会中存在的形形色

色的价值观进行正确评价和理性选择，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最后，活化大

学生的行为认同。重视榜样示范激励的作用，以他们的行为和事迹激励大学

生认同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党员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感染和带动

大学生，通过优秀事迹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榜样就在身边，进而外化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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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行动。

4．1．2学校强化忠诚素质培养观念

观念的养成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不断

的实践反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学生在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接受

着外界的各种信息和知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三观，最终养成独有观念。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强化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教育是影响大学

生观念最直接的因素，校园文化是大学生认同与践行忠诚观念的重要载体，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养成。校园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在大

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像列宁同志所指出的对工人进行思想

教育一样，需要外界加以引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学校要加

强忠诚素质培养的观念，就要立足忠诚素质培养的现状，提升教育的实效。

首先，各级单位和部门要提高忠诚素质培养的观念、强化忠诚素质理论的武

装，形成一种忠诚的文化自觉氛围。 “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

定，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理论武装不上去，信仰信念就会容易动

摇滑坡[38]”。加强忠诚理论教育，组织大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习，开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增强他们的理论自

信，增强辨析各种思想文化的能力。其次，加强党史党建学习教育，增强忠

诚观念的认同，强化课程教育。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所蕴含的民族精

神、价值追求培养大学生铭记苦难和辉煌，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的历史

使命。加强革命传统和先进典型的教育。积极挖掘红色资源与优秀典型教育

资源，用资源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资源熏陶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增强忠诚认同

和行动自觉，在思想上夯实忠诚观念。再次，尽可能消除各种不利于忠诚素

质培养的因素的干扰。加强对功利化、实用化观念散播的把控、减少庸俗文

化在校园文化中挤占的空间、减弱一些校园文化活动重形式、轻内容的问

题。构建绿色校园网络，安排专人对网站进行维护，开设与大学生忠诚素质

培养有关的知识问答、网络心理咨询等专栏，强化吸引力。

4．1．3大学生自我增强忠诚素质培养意识

“意识是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

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预定目的的一种心理过程【39]”。良好的意识品质是

具有自觉性、坚韧性和果断性等特征的，但不管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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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意识品质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培养而逐渐习得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前进是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思想的进步都是

内外合力的结果。高校进行忠诚素质培养的课程所传递的教育内容，是作为

一种外在的动力存在的，要实现外在刺激向内部事实的转化，必经过大学生

主体的意识努力。大学生自身的意识努力是一种内在动力，课程教育则是外

在推动力，二者推动大学生忠诚素质意识的增强。但由于外在条件和教育环

境的影响，有的大学生可以自觉地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但有的大学生

则自甘堕落，丧失自我，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学生自身的意志力不

够，正确的思想意识并不能战胜错误的思想意识。大学生自我增强忠诚素质

培养意识，就是要利用相关课程的引导教育，通过大学生自身一定的刻意性

努力，克服内心的各种矛盾，养成良好的行为动机习惯，强化忠诚素质培养

行为。其中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意志力的磨练和自我培养意识

的增强。

4．2丰富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内容

丰富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内容，不仅需要汲取传统忠诚文化的优秀

成果，还要在教材上完善相关培养内容与通俗读本，更要优化忠诚素质培养

的课程体系，在宏观与微观上都做好内容的充实。

4．2．1汲取传统忠诚文化的优秀成果

儒家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研究中国传统忠诚思想文化的

历史演进，可以从诸多儒家经典代表人物的思想上找到些清晰的发展脉络。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里的忠恕就是孔子的思想精华，也是为人处

事过程中对己对人的基本原则遵循。此时的忠诚作为一种规范伦理秩序和政

治制度的政治要求，实际上覆盖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在孔子

忠诚思想中“忠”和“诚”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的基础上向前推

进了一步，尝试把2个范畴联系结合到一起，突出强调了人际关系的对等性

和政治生活的平等性。此时的忠诚思想就被放置了人性基础之上，强化了忠

诚的可靠性和平衡性。臣下忠于君主，不仅是忠于国家权力，更要在政府政

策上利国利民，当君主有过错时，必须指正；如昏君当道，则须直指其非，

甚至更换最高权力，臣子在政治权力面前必须保存自己独立人格。孔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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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宗师，他们的思想一直闪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光辉，对于君臣关

系，突出强调双方义务权利的基本对等性。所以，君礼是臣忠的先决条件。

但孟子忠诚思想的致命弊端就在于，以性善论为基础，过于理想化，只能是

作为当时的政治指南而难以在现在使用。苟子实现了忠诚思想的双向度向单

向度的转换和迈进，降低了臣子的地位，迎合了强势的君主，以向法家思想

看起的理念，增强了与现实政治权力接轨的操作性手段。苟子的忠诚理论也

有弊端，就是笼罩在君主强权之下的无条件服从，强调臣对君的完全忠诚。

董仲舒以苟子理论为基点努力使忠诚外化为可操作的政治秩序。 “三纲五

常”理论体系是忠诚思想的核心，这个体系规范了君臣、父子、夫妻等的人

际伦理关系，规范了社会秩序，但过于极端的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

圣化为宇宙的根本准则。他的忠诚思想为统治者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

性找到了绝对的合法外衣，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

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过程中对传统忠诚文化

思想的优秀成果、弊端和糟粕，要加以辨别、予以扬弃和发展继承。

4．2．2完善忠诚素质培养的教材与通俗读本

内容通过外在形式表达出来，好的展现方式对教育者来说可以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而教材与通俗读本对于忠诚素质培养来说便是形式与内容的

辩证关系。但就目前形式来看，现有的忠诚素质培养教材与通俗读本理论性

较强、可接受度较弱、形式比较单一，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忠诚素质教材

与通俗读本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同时，由于编写教材与通俗读本的编务

组与大学生存在年龄的差距，在编写体例未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通俗

易懂性不强。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大学生非常渴

望及时了解时代信息、更新已有观点，喜欢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

实际的书籍类型。就图书销售来看，畅销书一般都具有时代性、新颖性和通

俗易懂性，手本、绘画等也在畅销之列。因此，在编写忠诚素质培养教材与

通俗读本过程中，应把握教材编写形式上对方向性的认同，涵盖新思想、新

理念、新方法等路线、方针的要求，增加可读性。这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观念，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

制度自信；注重教材编写内容上的认同，在内容上选取能够彰显时代主题、

反映时代价值精神、紧跟时代发展形态的认同，促使大学生深入领会忠诚素

质培养的宗旨，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掌握其深厚品质和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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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教材内容的贴地气，也就是教材内容的编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的心理认同，反对照本宣科、生拉硬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

新问题，有利于大学生及时运用一些教材知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理论

联系实际解释现实问题。此外，加强忠诚素质普及的知识问答、漫画作品以

及携带手册等通俗读本的编写，以翔实的案例增强体例认同，促进大学生在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能灵活应变，以自己的主体地位增强适应性，进而主

动参与到忠诚素质学习中。进而吸引大学生对忠诚素质培育课程教材与通俗

读本的阅读，提高利用率，实现忠诚素质培养的教学目的。

4．2．3优化忠诚素质培养课程结构体系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一方面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文化水平，

决定了大学生急于了解世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有着强烈的叛逆性，另一

方面由于生活阅历限制，心理上容易出现孤独脆弱和盲目自信等一些特点。

高校素质培养课程不仅是普通的知识课程，更应该是一种作为通识课的意识

课和理念课，它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习忠诚素质培养课程，可以帮学生树立自己的远大理想、坚定其探索

精神和奋斗意志。忠诚素质培养课程旨在塑造大学生的世界观、改变处事的

方法论以及培养坚韧的个性，效果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但由于多种原因所

致，目前部分部分学生认为该课程过于书面化，空洞枯燥的理论较多，离现

实社会较远，对就业和工作作用没有很大帮助，学习实用性技术和积攒工作

经验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更倾向于考取证书或兼职打工的方式增加就业筹

码。这些错误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对忠诚素质培养课程的学习热情

和积极性，产生否定、排斥此课程的情绪。因此，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效果

的强弱很大部分取决于课程结构体系的合理与否，取决于他们对于忠诚知识

了解的基础和视野宽度，因此，高校应尽快改变目前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学

科结构单一、知识分割过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依赖性过强现状的通病，优

化忠诚素质培养的课程结构体系。建立以忠诚素质培养为中心的合理的专业

结构与现代化的教育课程结构。可以开设古典文化书籍专著课、西方系列著

作课等来讲授此门课程，通过实行忠诚素质培养的专业结构综合化，扩宽专

业的口径及从知识整体的高度来强化大学生的忠诚认知与基础，实施课程的

综合化与专业化，以实现学思结合，学科交叉，掌握忠诚素质的相关理论，

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以提高综合知识水平与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努力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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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育成德才兼备的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忠诚理念的优秀人才。

4．3强化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理论课与实践探索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的强化与实践的探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组成

部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不仅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作用，还需

要拓宽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实践途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

培养。

4．3．1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兼具高理论性、高实践性的特征，同时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实践，反映理论并受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其思想内容、

课程科目和发展主线反映中国的建设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迁过程。

忠诚素质培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成部分，是面向大学生的

公共基础课程，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性质特殊、覆

盖面广，是高校进行道德教育和忠诚素质培养的主渠道。只有实现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的有效开展，才能促进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忠诚素质观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德育的主阵地，相应也是忠诚素质培养的主渠

道。要想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设置上，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的发展背景，根

据实际变化的要求，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改革思路，并从学生思维特

点和理论自身特点及教学效果出发，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的目标。其

次，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上，要立足于中央的各项规定；在课程建设

与课程内容中融入最新要素，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时代内容的连续性，增

强时代感；以多种形式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通过教材展示内容，

通过读本拓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辅导资料完善内容，通过媒体课件拓

展学生的视野，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储备知识能量。再次，在实

践上开展课外活动，开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加大对校园文化活

动的建设，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各种符合学生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学术

讲座、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高校长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让学

生在实践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真切实感，切身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成

果，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入耳、入脑、扎根心灵。教育深刻，记忆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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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思政教育的连续机制。

通过课上课下不断改进，协同各种新路径，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

身受益、毕生难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中心，

协同其他学院各类课程的融合互补、同向同行，保证校内外各种资源的有效

供给性，为思想政治学习与实践搭建平台，构建大宣教格局，强化忠诚素质

培养的思路、内容方法、实践活动上的连续性，进而提高大学生的忠诚素

质。

4．3．2拓宽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实践途径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大学生指明了认同忠诚素质培养的体验路径，利

用红色资源进行忠诚素质培养是大学生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重要载体，

同时能够有效的促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想外化于大学生的红色社会实践活

动。大学生要想真正理解并准确把握忠诚素质的内涵，就必须要通过课内外

实践活动、寒暑假社会调研活动、志愿者活动、“三下乡”等红色资源的实

践活动中，充分理解忠诚素质的含义，使对忠诚素质观念的认识从理性认识

上升到情感认识乃至行为认识。大学生对忠诚素质培养的认同、体验与巩

固，更多地需要发挥他们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忠诚素质培养工作者要

高度重视且拓宽大学生的实践途径，引导大学生近距离认识世情、国情、社

情和民情，走近生活贴近社会。一方面，从长效机制上探索建立大学生忠诚

素质培养红色实践方案，把大学生红色资源的社会实践切实纳入学校教学计

划，扎实开展教学实践与调查等专项活动。另一方面，重视大学生的日常生

活实践。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实践教材。他

们从家庭中接受传统、在学习中感受发展、在交往中理解社会，但是这种感

受、理解往往被忽视而没有引起重视。若忠诚素质培养的教育工作者能够引

导大学生辩证的角度审视和反思、观察和总结生活，便能加深大学生对生活

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日常生活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最生动的社会实践

活动，也是大学生增强忠诚素质的最普通、平凡的体验路径。鼓励和引导大

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是叛时期高校忠诚素质的突出特征，也是增强高校忠

诚素质培养课堂教学实效性的基本手段。理论还原到生活要经过一系列环

节，高校忠诚素质培养要走出书斋，走进社会大课堂，关注社会实践和社会

现实。通过开展红色资源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深入了解忠诚素质的内涵与发

展，引导大学生的实际忠诚素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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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营造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环境

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校园环境的建设对培养大学生忠诚素质至

关重要，本节从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教师队伍、校园活动三方面对校园忠诚

文化环境建设进行探讨。

4，4．1加强校园忠诚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由全校师生所共同建立的，

反映了一个学校的校风校纪与精神气质。校园文化中包含了学校的办学理念

与办学思想、体现着全体教师与学生的价值观念。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

养，理应需要加强忠诚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出忠实诚信的文化氛围，让师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与感染，自觉加强自身忠诚素质意识与行为。校园

在忠诚文化建设中是主要阵地，要想各个角落都带有忠诚素质培养的教育

性，首先学校宣传部门就要加强重视和投入，在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上张贴宣

传标语与宣传画、丰富宣传展板、建立忠诚文化长廊、在各个教室内悬挂名

人关于忠诚的名言语录。更新陈旧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利用滚动液晶显示

屏等完善滚动设施。合理布局校园忠诚文化的景观布局，使大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受到忠诚文化的影响、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激发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

神。其次，制度建设是校园忠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重视

校园忠诚文化的建设中，不可忽视制度建设的保障，健全的制度能够帮助学

校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实施。学校的领导层和决策层要根据学校忠诚素质

的现实状况以及相关事宜的开展，利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学校创设良好

的制度环境，为师生形成良好的忠诚行为习惯和道德情操作出引导，展现优

良的校园风貌。再次，完善校史馆与档案馆建设，充分挖掘本校的优秀历史

传统和忠诚素质人物事迹，大力营造具有本校特色的校园忠诚文化风气，以

此加强大学生教育和管理，完善服务性校园建设，开拓校园忠诚文化建设新

的载体，充分发挥网络的及时性作用。

4．4．2加强相关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忠诚素质培养的效果好坏，因此，加强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必须强化忠诚素质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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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培训。由于忠诚素质培养课程

的特殊性，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培训来提高教师素质是极其关键的环节。

学校可增设一些相关的岗前培训、在职研修以及访学访问等形式，将教师的

专业化培训更加制度化。教师也应通过多方面途径进行研讨会交流经验、进

行挂职锻炼等，开拓自己的视野、增加阅历、增长眼界。同时，加强辅导员

老师的管理，提高他们的认识，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情

况，促进教师间的各司其职、专业分工。第二，提高教师队伍的人格修养。

坚定忠诚素质培养的理想信念、培养高尚的忠诚素质道德品质、提高理论教

育的情感表达。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变化，教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以正确的方法和理论解决大学生实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困惑。“正人先

正己”，教师必须加强自身忠诚素质品质修养，用品德情操的力量去引领大

学生升华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大学生对高校忠诚素质理论课程认同。教师

的情感表达方式对大学生接受理论程度影响巨大，通过培养教师语调、表

情、动作的亲和力，增强忠诚素质培养课程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与学生达到

情感上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渗透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增强忠诚素质观

念。第三，相关教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教学考风建设，

以教师的言传身教感染学生、以身作则、坚持学习，注重提高自身素质，潜

心教书育人。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激发大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促进大

学生心理素质的不断增强，主动探索并掌握新的技术与知识。优良考风是大

学生忠诚素质的重要体现。考试过程中，严格考风、遵守考纪，如若发现作

弊现象，要严格按学校有关考试管理制度处理，绝不姑息，促进优良考风的

形成。第四，发挥辅导员队伍作用。辅导员主要负责学生的日常教育和服务

工作，与学生朝夕相处，了解学生，容易沟通。辅导员应从大量的服务性工

作中解放出来，履行政治辅导员职责，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关心学生

成长、开展实践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教育，感受

党的关怀、国家的培养，增强忠诚意识。

4．4．3开展忠诚教育校园活动

大学生践行忠诚素质的校园活动途径可以是大学生将忠诚素质观念观

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校园内开展的活动外化表现出来。“主要

指大学生通过党团组织活动、社团组织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活动等课外活动将

忠诚观念进行宣扬”。只有通过这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才能促使大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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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忠诚思想有效外化为自己的行为活动。因此，在开展忠诚教育校园活动时

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将忠诚素质观念融入到各种团组织活动中

去。社团组织活动既是大学生课堂学习的延伸，又是大学生践行忠诚素质观

念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可以参加学术讲座、研讨会、征文比赛、演讲赛各种

团组织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加深对忠诚的理解，提高自身的理论和道德水

平。例如：可以以社会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忠诚价值观为辩题，开展辩论

赛，通过正反双方的辩论，使理越辩越明，使大学生明白何种价值观可取，

何种价值观不可取，给大学生忠诚价值观的选择提供借鉴。其次，加强团组

织的理论学习。大学生团组织是大学生买入大学最易贴近的组织，因具有自

主性、自发性、自由性等特点，对大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

此，以忠诚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大学生团组织的理论学习，有助于大学生以团

组织活动为载体开展忠诚素质观念的实践活动。再次，加强团组织活动的辐

射带动作用。大学生团组织在宣扬忠诚素质和忠诚文化的思想方面，有着独

特和重要的辐射作用，要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以一带十的带动作用。最后，

加强团组织的服务功能。团组织免费提供或安排革命老区参观、博物馆学

习、红色电影观看等，让大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革命先烈对国家、民族的忠

心耿耿，坚定自己的忠诚情怀，实现自己忠诚思想的升华。用忠诚价值观引

导自己把服务社会与自身成才相结合，使团组织活动成为大学生践行忠诚价

值观的重要途径。

4．5建立健全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考核评价制度

管理学上强调，组织的有效运行不仅需要计划、组织、领导、协调，

还需要控制，考核评价便是一种合理的控制方式。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要想

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运行，必须要有相关的考核评价机制。

4．5．1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

高校忠诚素质培养课程因主体不同，评价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也应有所

差别，采用多种形式，更加灵活的加以考评，有利于课程的包罗万千，涵盖

古今，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强化教育效果，在评价指标上从内容、形式、灵活

度、可接受度等当面进行考评，而不是单单老师打分。按年级制定递进式考

核评价标准。每学期有考核，大四第一学期总体评价，确定德育学分，记入

学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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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建立经常性学习制度。进一步严格相关学习制度，强化大学生忠

诚素质相关理论的学习把握，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识，树立起文

化自觉和自信，并对大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检查。二要完善考核制度。引导

高校结合实际制定对大学生忠诚教育的实施细则和考核标准，细化对大学生

忠诚教育组织领导、方法举措和实践推进等方面的评价标准，增强考核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推动各高校和基层组织主动开展好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同

时对于教师的考评体系，要对综合素质进行分析，而不单单是一方面或几方

面的指标，减少强制性要求，增加灵活性应变。

4．5．2建立合理的考核监督制度

考核监督制度对指导教师改进工作、促进教学能力的提升、确保学生

的有效认同和接受有重要的功能，是高校保证教学质量的保障和监控制度。

依据建立的考核评价制度，相应建立合理的考核监督制度。进一步规范学生

工作部门对大学生忠诚行为的监督、实行老师督促、学生之间互相监督提醒

等制度，着力强化外部力量对大学生忠诚素质行为的有效监督，防止失范行

为产生，形成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外在推动力量。同时，要建立高校党委

方面的统一领导，组织部门进行牵头，由党委其他部门协同配合，再由、各基

层党组织负责主要落实的大学生忠诚培养的联动机制，形成大学学生忠诚素

质培养的制度监督保障。学校可以联合兄弟院校每学期进行3～4次的集中

听课，以其他学校的视角对本学校教学存在的问题加以审视。校内领导或专

人也可以不定时的进行随机性、经常性的听课，在课堂上发现教师教学存在

的问题，实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提出

指导性意见。有了这些监督似的制度，可以促进教师和学生时刻保持一颗进

取谨慎的心，促进忠诚素质培养的不断完善。

4，5．3建立毕业跟踪回访制度

任何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一项制度在建立之后会随着历史

和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因此需要有序的反馈回访加以调整。大学生在校期间

和毕业后在工作岗位的现实表现是忠诚素质教育效果的最好体现，对相关状

况加以调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向在校大学生了解忠诚教育课相关的内

容、方法和效果，征求意见建议，掌握学生的思想变化。通过对毕业的大学

生进行就业走访、校友联络、专项走访等形式相结合，了解毕业生在岗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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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情况和综合表现，以及用人单位意见建议。针对收集的相应信息，对

相应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剖析造成问题产生的原因，有针

对性地改进忠诚素质培养模式，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一步规范大学

生互相监督制度，着力强化内外力量对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有效监督，防

止失范行为产生，形成忠诚素质培养的外在推动力量。

4．6本章小结

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统一

的体系不断完善。其目的在于使忠诚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道德价值理念，

并自觉地付诸实践，促使大学生形成对忠诚法则参与的齐一和互动，进而推

动他们成为忠实诚信、言行可靠、知行合一的社会人。在理论上加强重视，

加强国家、高校的相关体系建设以及重视程度；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

作用，增强教师队伍素质，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

效果。在实践中锻炼能力、塑造品格、升华境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忠诚

为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用科学

理论武装头脑、用正确舆论引导行为、用优良传统塑造人格、用发展成就鼓

舞创新，建立起以校园文化引领、科学理论武装、道德实践塑造、先进典型

示范、教育活动开展、科学考核评价、毕业跟踪回访为重点项目的工作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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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肯定了文化在中华民族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忠诚文化思想自三代至今，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凝

聚了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家的思想精髓，遍历王朝盛衰，贯

穿中国历史，经过近代社会的逐步发展，更是将其涤尽糟粕，退却奴性，使

忠诚思想发于内心归于人性，超越时间、地域的界限，成为人性至美，天下

至德。大学生作为新生的太阳、国家的栋梁，价值观处于调整的振荡期，相

比较其他群体的职业忠诚，是一个由忠诚素质高度抽象而成的新生事物，需

要广大学者进一步不断探索研究。因此，高校加强对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

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既需要古今结合，达到知行统

一、实践育人之目的，又需要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课程之中，各方

配合、协同推进，综合发挥思想政治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和制度育人

的合力作用，构建全方位的忠诚素质培养科学体系。做事先做人，不管人性

本善，抑或人性本恶，塑造好大学生的忠诚素质，才能促使他们形成一种巨

大的人格力量，用自己的不懈追求去阐述人生的伟大意义。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必要且必须。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大学生作为接力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既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也

是培育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第二，当代大学生忠诚素养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没有从分析问

题的主客观角度分析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而是从宏观上观念的

不够重视、内容的不够丰富、方法手段的较单一及培养队伍不够完备的角度

加以分析，以期通过剖析造成问题原因上能对忠诚素质培养有一个清醒的审

视。

第三，提出了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具体途径。大学生忠诚素质是一

种可以习得性的综合素质，能够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养，逐步养成和完善。

高校应重视和加强大学生忠诚素质的培养，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概括

性的从多角度为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提供有效的措施。

由于知识面和精力有限，对于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研究只是初步进

行尝试性的探索，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不够成熟与深入，所论及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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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的途径也有待于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同时，由于调

查对象有限、覆盖范围不够全面、调查深度相对薄弱，以致于提出的一些观

点虽能反映出一定的问题，但不够全面。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大学生

忠诚素质培养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并对实践工作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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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大学生忠诚素养培养调查问卷

同学，您好!这是一份关于大学生忠诚素质培养研究的调查问卷，请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您的真实想法并进行回答，问卷不记名。问卷调查所
收集数据我们将会进行统一整理，所得数据仅用作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会用

于任何商业用途!谢谢您参与此次调查问卷!

[基本次料](请选择／填写恰当的答案)

您的性别是： l男 I女
您所在的学院：

您所在的年级是：

您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 惺 l否
[详细问卷](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选项)：

您的专业是：()

文法类B、理工类 C、财经类D、艺体类

请问您现在是大几的学生：()

大一 B、大二C、大三D、大四

您认为我校学生目前总体的忠诚素质情况如何?

好B、较好 C、一般 D、差

您认为忠诚素质应该包括哪些(多选)
、

国家、党B、职业 C、家庭D、朋友

您认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B、重要 C、一般D、不重要

您认为对职业的忠诚重要程度：(1

非常重要B、重要 C、一般D、不重要

您认为对职业的忠诚重要程度：f)

非常重要B、重要 C、一般D、不重要

您认为对朋友的忠诚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B、重要 C、一般D、不重要

您如何看待毕业生存在随意毁约现象：()

很不应该B、迫不得已c、人往高处走，可以理解D、无所谓

k久又钆

k八久瓜又从纵瓜王八文爪入从趴从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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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认为恋人、夫妻之问不许查手机涉及忠诚吗?

A、涉及B、不涉及C、无所谓

11、请问您对忠诚问题的关心程度：()

A、很重视 B、一般关心 C、觉得无所谓D、逃避谈论这类问题

12、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接受忠诚素质教育：()

A、正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B、报刊杂志 C、影视网络媒体D、其他渠

道

13、请问您认为大学生总体上忠诚度高吗?：()

A、非常高B、高 C、一般D、非常差

14、您认为不少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多选)

A、社会大环境中不诚信的影响B、家长、老师、朋友的影响

C、高校考试教育体制不合理D、缺乏宣传教育

E、自我意识低

15、您认为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关键是：(多选)

A、加强诚信教育的力度B、建立完善的评价制度

C、校内校外诚信环境要一致

D、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会自然慢慢好起来的

16、您认为学校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有效果吗：()

A、效果非常好B、效果一般 c、没效果D、不关心

17、您对忠诚素质培养还有没有其他建议，或平时遇到哪些困惑，请写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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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 秦瑞苹，赵明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连续性及优化方式研

究． 《JAHP2017》，JA41 10．

2杨淑珍，秦瑞苹．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学校

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23)．

3秦瑞苹．东北边疆社会转型与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新西部》，201 7

(27) ．

4秦瑞苹．论高校国防教育与忠诚素质教育的相互关系． 《现代交际》，

20】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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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匆匆两年多转眼流逝，美丽的冰城、温暖的哈理工，不免让人留念与

回味。毕业之际，回首往昔，日渐成熟，特向各位老师、朋友、同窗以及家

人表达我的感恩与谢意。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初到哈理工，走入马院，从这里扬起了我硕士阶段的

风帆。在严谨细致的哈理工我感受到了马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学到了质朴的学

术追求，感悟到了许多人生哲理，每走一个阶段都有独属这个阶段心灵的充

实、智慧的熏陶、理智的拓展，是我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赵明媚教授，从最初小论文的选题、修改到本文的最终

成稿，赵老师不辞辛劳，一遍遍教我如何做科研，如何写论文，即使身体不适

仍坚持帮助我开拓思路、找寻方法。赵老师丰富的阅历、睿智的思维、深邃的

思想、渊博的学识以及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教益，师从赵老师，更

深切的理解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优秀的学术导师而引以

为傲。

其次，我要感谢正气威严的院长张立双教授，您就像父亲一样深深的影响

了我，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事情刚正不阿、对待学生平易近人。您不仅对

我的论文倾注了时间和精力，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也特别关照，让我倍感温暖。

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您对我成长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各位老师对我硕士论文的建设性建议、感谢党委宣

传部各位老师的细心栽培与呵护，是你们辛勤浇灌了成长的我，在这里一并表

示感谢。

感谢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同学们，有你们的一路陪伴，丰富了我的研究生

学习生活，这段研究生的学习经历我将终生难忘。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最爱我的你们对我的教育、鼓励和关爱，使我以更

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今后的生活，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学海无涯”，你们对我学习的支持和理解，在我求学道路上为我的付

出，我将永铭于心!谢谢你们!

最后，感谢百忙之中抽时间对我论文进行评审的专家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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