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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ea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project, but also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he mor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However, in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college students are still 
facing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lean cultur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it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of clean 
culture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gnitive depth,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mechanism, etc.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such as enhanc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increasing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aiming to enhance the honesty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honesty,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honesty i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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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廉洁教育不仅关乎国家反腐倡廉工程的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大学生的
道德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论文针对新时代背景下大学
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状与优化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分析，揭示了当前廉洁文化教育在认知深
度、教育资源、教育机制等方面的不足。据此，提出了增强教育重视程度、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教育机制等优化建议，旨
在提升大学生的廉洁认知，加强其廉洁意识，并为构建良好的校园廉洁文化氛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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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社会的未来，其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于社会稳

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廉洁文化教育不仅是对学生个人品德

的塑造，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因此，论文旨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现状，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发

展提供指导。

2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2.1 落实立德树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

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在新时代，廉洁文化教育不仅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更能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

生在日常生活和未来职业中，能坚持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行为

准则，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社会成员。同时，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廉洁”等元素，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基础。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文化教育，能够加

深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引导其在实践中

贯彻这些价值观，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1]。此外，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特别是“廉”字，历来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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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子的重要品格。将传统美德融入大学生的廉洁文化教育

中，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示中

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

2.2 培育时代新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升，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潮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

深远影响。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廉洁文化教育，构建坚固

的思想道德防线，对于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良好道德品质

的时代新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廉洁文化教育，可以

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人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培养其为社会负责

的态度，使其成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一

代。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公众对于公

共服务的廉洁性、公正性有了更高的期待，大学生是未来社

会的建设者，其廉洁观念的培养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质

量。通过廉洁文化教育，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腐败行为的

发生，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2]。

3 调查设计

3.1 调查对象
为了全面了解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状，本研究

选择随机无记名方式发放问卷进行调查，以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调查对象方面，男性学生占比 54.3%，女性

学生占比 45.7%。调查覆盖了大学本科一至四年级的学生，

其中一至三年级学生占比 79.1%，四年级学生占比 20.9%。

学生干部占比 25.8%，普通学生占比 74.2%，这有助于分析

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学生在廉洁教育中的差异性。具体实施

中，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 289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6.3%。

3.2 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揭示，大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积

极关注，约有 94.7% 的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

在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态度评价上，44.2% 的学生认为政府态

度“重视且坚决”，而 52.8% 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视且还

需加强”，仅有 3% 的学生认为“力度不够”；在评价高校

存在的不廉洁行为方面，学生认为不廉洁行为主要集中在

“学生干部徇私舞弊”（80.6%）、“干部选拔、评优评先

中的不正当行为”（74.9%）等领域，为高校廉洁教育指明

方向；在对腐败态度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学生表达了对腐

败的反感和拒绝，但面对身边的不廉洁行为时，尽管 43.2%

的学生表示“非常反感”，但在实际行动上，如举报违纪违

规行为时，仅有 18.2% 的学生选择“坚决举报并批评”，

而 81.8% 的学生倾向于“不举报，私下讨论规劝或沉默”，

反映出在廉洁意识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个人廉洁方面，

只有 26.9% 的学生表示“比较重视”，而 32.3% 的学生认

为“为时尚早”，另有 40.8% 的学生表示“从未考虑过”。

这表明，虽然大多数学生对腐败持反感态度，但在个人廉洁

修养方面，尚需加强意识和行动统一。

4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困境

4.1 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认知有待提升
廉洁教育不仅是一种道德教育，更是涵盖行政、后勤、

学术和学风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教育。然而，当前大学生对

这种教育特殊性的认知尚显浅薄，多数学生将廉洁教育视为

一般性的道德讲座或简单的规章制度，忽视了其在构建健全

的学术环境、预防学风腐败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大学生对

廉洁教育的“实效性”认知存在不足，许多学生倾向于将廉

洁教育视为短期、形式化的任务，而非长期、系统性的教育

工程。这种认知导致学生在参与廉洁教育活动时往往缺乏深

入的思考和实际应用，教育活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

时，目前的廉洁教育形式局限于知识的灌输和完成特定实践

活动，缺乏对学生廉洁分析能力的培养和廉洁意识的深入涵

养，教育内容空洞化，学生很难从中获得真正的廉洁观念和

行为规范。使廉洁教育难以在学生心中形成深刻的印象，影

响了其长效性 [3]。

4.2 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资源亟须增强
目前，大学生接受廉洁教育的主要途径包括课堂教学、

特色专题实践活动和网络媒体信息，但这些途径各自都存在

不足。课堂教学中关于廉洁教育的内容局限于理论层面，缺

乏实践和互动性；特色专题实践活动有行政命令的形式性，

难以引发学生的深入参与；网络媒体传播的反腐倡廉信息则

往往片面，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此外，高校在设置专门的

廉洁教育教师队伍、制定长效规划和科学引导廉洁教育的方

面也显示出明显不足。廉洁知识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

习经验相距甚远，导致学生参与性较差，普及性有限。使得

廉洁教育难以在学生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实效性受到限制 [4]。

4.3 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机制还需完善
目前，高校内部在廉洁教育的主体与职能分工方面不

够明确，校纪委、校团委和校学工处等部门都负有学生廉洁

教育的职责，但存在职能交叉、协调不畅和责任难以明确划

分的问题。导致廉洁教育缺乏统一性的策划、实施和评估，

影响了教育活动的效果和质量。其次，廉洁教育主体在推进

教育时过于依赖行政手段，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影响教

育目标的实现。廉洁教育常常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缺

乏对学生主动参与和互动的鼓励，使得教育活动形式化，难

以真正触及学生的心灵。

5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路径

5.1 增强廉洁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
高校党委应在专题教育的制定和学习宣传贯彻中加强

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视。在主题支部党日、思想政治理论

学习、廉洁清风文化实践等活动中，着力加大大学生廉洁

教育主题的方案设计和阵地建设，通过设置特定的主题活动

日，鼓励学生参与廉洁文化相关的讨论和实践，促进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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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价值观的理解和内化。同时，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判

断力。

此外，高校可以利用廉洁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参观学习，

访问廉政公园、反腐败展览馆等，并在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让学生分享所见所感，进行深入讨论。还可与基地合作，开

展定期的实践活动，如模拟法庭审判，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

体验法律和道德的重要性。进一步，高校需要在课程设置和

教育内容上做出创新，开发和推广与廉洁文化相关的课程，

如反腐败法律、伦理学、道德哲学等，以丰富学生的知识体

系，并提升学生的道德认识。同时，引入实际案例分析，让

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廉洁文化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 [5]。

5.2 加大廉洁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
高校需增强对廉洁教育教材的投入和更新，编写针对

大学生特点和需求的廉洁教育教材，定期更新内容以保持其

时效性和相关性。教材应围绕廉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道德

标准和法律法规展开，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以增强学生

的实际理解和应用能力。此外，教材的编写应注重吸引教

师队伍的参与，鼓励教师在廉洁教育领域进行交流和探讨，

形成强大的内推动力。其次，高校应加大对廉洁教育教师队

伍的培养和专业化建设，提升教师的师德师风。教师作为廉

洁教育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其专业水平和道德标准直接影响

教育的质量和效果，高校应设立专门的廉洁教育师资培训计

划，定期组织研讨会和工作坊，强化教师的专业技能和道德

教育能力。

此外，高校还应加强对廉洁教育课程和教学方式的创

新，在思政课中增加廉洁教育内容的比重，甚至设立专门的

廉洁教育课程。同时，探索更多元化和互动性的教学方法，

以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兴趣，并支持学生组织和社团开展与

廉洁文化相关的长期性和针对性活动，如主题讲座、辩论赛

和文化节，将廉洁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进一

步，高校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辟廉洁教育的新途径。

通过建立和维护微信、微博、QQ 等网络平台，定期推送廉

洁视频、案例和理论资料，引导大学生将对网络的热爱转化

为对廉洁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扩大廉洁教育的覆盖范围，同

时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5.3 健全廉洁文化教育的体系机制
高校党组织应发挥领导作用，引领廉洁教育。具体来说，

党支部可以定期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如“廉洁文化周”或“反

腐倡廉论坛”，在活动中，邀请廉洁教育专家、经验丰富的

老党员进行主题讲座，分享廉洁文化的知识和实际案例。同

时，团组织可以开展“廉洁微电影”创作比赛，鼓励学生围

绕廉洁主题进行创作，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廉洁观念。此外，

高校应通过学生社团加强廉洁教育的普及性和渗透性，组织

各种寓教于乐的廉洁文化活动，促使学生在实践中树立正确

的廉洁观。学工部门可以通过组织思想政治学习班会或生活

会，增强班级凝聚力，提升班级廉洁意识，从而达到由外在

管理向内在自治的转化。

另外，高校应建立完善的廉洁教育评估和反馈机制，

定期对廉洁教育活动进行评估，收集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的反馈，监测廉洁教育的实际效果。基于这些反馈和评估结

果，高校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教育策略和内容，确保教育活

动能够达到预期目标。最后，高校应培养和利用党员、团员，

在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和团员，组织专门的廉洁教育培训

班。培训内容应包括廉洁文化的基本知识、案例分析、道德

讨论等。训练结束后，指派这些学生党员和团员在日常生活

中进行“同辈教育”，如在宿舍、食堂等场所发起廉洁话题

讨论，或在班级中开展廉洁小组活动。

6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全面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文化教

育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路径，有助

于提升大学生的廉洁认知和意识，为构建积极健康的校园廉

洁文化氛围提供支撑。未来，高校廉洁文化教育的深化发展

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助力全面从严治党。为此，

需要持续关注廉洁文化教育的实践创新，探索适应时代发展

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以期待培养出更多具备高度廉洁意识和

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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