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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als and beliefs, as the co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rectly affect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of normal students, 
and relate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ormal student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houghts 
of young students are constantly impacted by the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makes some normal students lack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ttribution of the lack of ideal and belief of norm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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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想信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直接影响着师范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关乎着师范生的成长成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推进，青年学生的思想不断被世界各国文化思潮冲击着，使得部分师范生理想信念缺失。论文旨在结合师范生理想信念现状，
探析当代师范生理想信念缺乏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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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范生是祖国未来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直接影响着下

一代人思想模型的构建，“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正是师

范生的这一职业特性，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在师范生教育教

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而教师行业却因为待遇低、社会地位

未得到充分肯定等因素，使师范生对其职业缺乏认同感，导

致其理想信念缺失，这就要求师范类院校着力加强师范生的

理想信念教育，充分认识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1]。

2 师范生理想信念的基本现状

高校师范生未来从事的职业具有特殊的影响力，研究其

理想信念现状并加强对其的教育引导意义重大。通过对当前

师范生的个人政治信仰、对党的认同程度、价值观、人生观、

就业观以及择业观等方面的调查，为更客观地了解师范生的

理想信念现状，论文先从师范生的基本情况和理想信念状况

做初步分析。 

当代师范生思维活跃，成才愿望强烈，在很多时候都追

求上进，其思想主流是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但不能否认，

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各种新鲜价值观念也如潮

汐般涌入，在不断冲击着师范生的思想，致使他们产生了一

些消极观念。例如，价值取向错误，缺乏社会责任感，追求

享乐等，这些问题已经在师范生群体中表现得越发明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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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类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回避。师范生是一个特

殊的群体，我们必须致力于提高师范生的整体素质，理想信

念教育是整体素质教育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剖析师范生

的理想信念缺失的归因尤为重要 [2]。

3 师范生理想信念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理想信念迷茫，政治意识淡薄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负面价值观念的影响中，部分师范生

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当成沉重的负担，忽略对个人理想的追

求，导致出现一系列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理想信

念迷茫、政治意识淡薄、价值取向错误等。 

3.2 注重个人理想，忽视社会理想

多数师范生在价值取向方面还是认同民族精神、时代精

神和创新精神的，知道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就要努力增

强自身实力，但更多的师范生奉行个人主义，只关注个人前

途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凡事皆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反而忽视

了教师应该对国家、集体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3.3 过度追求生活享乐

在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影响下，金钱和享乐成为

了部分师范生的个人追求目标，对教师行业缺乏认同感，甚

至没有职业规划，致使信念危机出现。 

4 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归因分析 

目前中国外学者对师范生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成效甚

微。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状呢？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4.1 学校方面的原因

受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当代师范生的成长环境和价值

理念都发生着显著变化。师范类院校是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主阵地，其传统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也逐渐

暴露出弊端和不足。 

4.1.1 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时代性不明显

理想信念教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先进新颖的教

材内容和教学方式，与师范生的时髦思想脱了节，这势必会

导致教育的说服力下降。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必

须结合学生实际，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心理需求，与

时俱进，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3]。

4.1.2 理想信念教育模式的吸引力不充分

目前的理想信念教育模式还仅仅停留在照本宣科阶段，

对新时代的学生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甚至不能吸收。当

前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却

未及时跟上节奏，还停留在“灌输式”教育，缺乏创新模式。

也可以说，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模式的更新没能适应社会文

化的发展，这样一来，单调乏味的理想信念教育必然无法吸

引学生，教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4.1.3 师范生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不突出

大学课堂教学形式应该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构建一个平等互动的课堂氛围。然而，

当前的理想信念教育却忽视了师范生的主体地位，重理论、

轻实践。只有将师范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把课堂还给他们，

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让其找

到理想，找到信念，找到方向。 

4.2 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当代师范生出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主

流是健康积极的，但在市场经济利弊的交织影响下，部分师

范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下问题。 

4.2.1 心理素质不稳定

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积累社

会经验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他们的心智不断完善。对于师

范生而言，他们健康成长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完好的心理素质，

这也是对未来教育者的根本要求。反观现状，当代师范生社

会经验和实践能力匮乏、心理素质波动性大，有时浮躁冲动、

自控力弱，甚至产生厌学、焦虑、抑郁的症状 [4]。

4.2.2 思辨能力局限 

受社会大环境的冲击，当前师范生大多注重于应用型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鲜少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导致哲学类

社会科学理论功底差。于是，他们知识狭隘，逻辑思维混乱，

思辨能力局限，以偏概全、人云亦云成为了师范生群体的符号。 

4.2.3 理想信念缺失

当代师范生基本处于青年早期或中期，在校学习时间相

对较长，缺乏社会实践经历，以致于思维方式单一，分析问

题往往没有深度，做事情不能持之以恒。且多数都是“95、

00 后”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具有鲜明的特征，他们在成长的

过程中很少经历挫折，心怀强烈的优越感去面对日趋激烈的

社会竞争，在超过他们承受强度的压力不断刺激下，理想信

念也在渐渐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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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

理想信念教育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但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外，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断冲击着学

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内，家庭教育对离家求学的学生而言

有些鞭长莫及，而学校教育的各种局限又导致理想信念教育

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育效果不明显。在学校、家庭和社

会三方面不能保持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单靠某一方面的教育

很难取得明显成效，必须动员家庭、社会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

才能让理想信念教育成果最大化 [5]。

总体来说，师范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接

班人，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伟大教育事

业的前途和命运。单从目前师范生理想教育存在的各方面问

题而言，我们就必须加强师范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探索强有

力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帮助其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

从而始终保持健康绿色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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