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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
挑战及途径探索

郝 志 杰
(中国石油大学 人事处,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在大学生中培养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重大工

程,是社会主义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前各种新兴媒体的兴起、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对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诸

多挑战。 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情感、抓信念;重层次、抓机制;重效应、抓榜

样;重平台、抓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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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

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冶 [1] 胡锦

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从赢得青年、赢
得未来的高度,抓好大学生的理论学习,在广大青年

中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十八大

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论述,指出

“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

想冶,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 “一定能实

现冶。[2]他在 2013 年 5 月 4 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

座谈时再次强调:“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

一代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

奋斗中变为现实。冶 [3] 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对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高校作

为青年的聚集地,要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一、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意义

“青年者,国家之魂。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
把握住青年,谁就可以把握未来。 我们党历来十分

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
(一)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保证党的事业

后继有人的根本措施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因此,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保证党的

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措施。
青年学生是一个知识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放、

思维较为活跃、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但由于他

们的社会阅历不够丰富、社会经验相对匮乏,思考问

题不够全面和成熟,容易产生偏激想法,对西方一些

错误的思想和观点缺乏鉴别力和敏感性,容易受其

影响。 另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期的到来,社会也出现了贫富分化、消极腐败等不良

现象,而西方敌对势力往往以此为借口,利用网络、
手机等新媒体加大渗透力度,恶意放大个别社会不

良现象的负面效应,扰乱思想、混淆视听,青年学生

即是其渗透的重点对象之一。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真理的优势,在
广大青年学生中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力

度,切实增强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用马

思主义理论牢牢占领广大青年的思想阵地,毫不动

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

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

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

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 而保证党长期执政除

了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外,希望在青年。 为

此,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

众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就是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赢得青年、赢得未来

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党

和国家的命脉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确保

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二)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由其历史

使命决定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要

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

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

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高校必

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根本任务,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因此,在高校中培养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

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体现

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国

家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

要使命。 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掌握先进

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政治素质高、立场坚定、忠于党

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也证明,我们不仅培养了

成千上万的在各条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

和学者,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现

代化事业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学阶段正是青

年学生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是他们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高校应当把培养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
(三)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学生自

身成长成才的需要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与青年学生的成

长需求、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根据《“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工程冶实施纲要》,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党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教育,了
解国家发展历程,学习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了
解国情,认识社会,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理想信

念,培养大局意识,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

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自觉走与实践结合、与人民群众结合

的道路。 概括起来,就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具备以

下素质:一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具有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具有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和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感;四是具有健全的

人格。 应该说,这种素质要求既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

的重要体现,也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发展愿望。
当代青年身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们对自身的

追求、发展考虑得较多,从小就为了未来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学外语、学唱歌、学乐器,从小就接受各种专

业知识的学习,而相应的价值引导和道德教育却往

往被忽视,在人生理想、价值观上往往充满了困惑和

迷茫。 因此,在高校中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对大学生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能够

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指明方向,使他们少走弯路。
二、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

挑战

自 2007 年团中央下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冶实施纲要》以来,各高校积极响应,结合自

身实际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另

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社会形势和经济状况的发展

变化,高校在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中,也面

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一)网络新兴传播媒介的快速兴起对培养方

式的挑战

近年来,微博、微信、QQ 群和各类社交网站等都

成为青年学生最热衷的交流园地,这些新兴传播媒介

与传统的媒介相比有三个较为典型的特征:一是开放

性,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和影响是不受时间、地点等

条件限制的,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的广泛应用,只需要

一部手机就可以和其他人沟通,甚至是从未谋面的

人;二是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传递与宣传教育功

能基本上是单向灌输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非常清

楚,而网络新兴媒体的兴起,为受众提供了交流互动

的广阔平台,人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

送者,尤其是随着个人受关注度(或是粉丝人数)的
快速提升,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个人参与的热情;
三是不可分辨性,虚拟性是网络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

体的关键特征,在网络媒介上,虚拟的个体在虚拟的

环境中进行虚拟的活动,这就造成了信息的“杂乱无

序冶和“真假难辨冶。 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给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多元化的价值观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价

值观培养的挑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其他国

家的交往与融合也在日益加深,社会经济结构也在

发生着多元化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也发生了

剧烈的变动和分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思想活动

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从而

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产生了不利影响。 而大学作为思想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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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成为各类思想和价值观碰撞、交锋、传播的地

方,大学生人生阅历简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

和自身的判断标准,年少冲动和感情用事又恰恰使

他们在面对各种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接纳的盲目性,
而强烈的自立意识又很容易使他们高度自信,表现

出明显的排他性,甚至攻击性。 在多元化的思想和

价值观的冲击以及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实用主义、自
由主义、反权威思想、反传统思想在青年学生中颇有

市场,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英雄主义成

为他们梦想成功的途径。 这些都加剧了高校培养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难度。
(三)社会转型期中社会矛盾激化对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社会环境的挑战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方面都取得了

较大发展,但同时也到了矛盾凸显期,进入所谓的“中
等收入陷阱冶阶段。 即: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 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冶后,很快会奔向 1 000 美元至

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冶;但到人均 GDP 3000美元附

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

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

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
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冶
阶段。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 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

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冶国家十个方面

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

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

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按照世

界银行的标准,中国 201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4]而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确实也在开

始显现。 其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成为当

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

征用、城市房屋拆迁,这些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重大举

措,衍生为尖锐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当下人们普遍存

在着压力感、失落感、孤独感、急躁感、不公平感等。
这些群体心理的存在,更容易使无名之火燃烧,人们

动不动就走极端,心理底线和行为底线一再失守。 在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一
方面显示了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艰巨性。

三、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

原则和基本途径

(一)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则

在高校中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既是一项战略

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为了全面、深入地推进这

项工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获得提升和突破,

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是我们正确开展工作的前

提。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当代大学生、青
年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5] 笔者认为,实施好

这项工程,需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理论学习和实

践锻炼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社会实践的锻炼,让青年

学生增进对社会实际的认识和了解,在“受教育、长
才干、做贡献冶的同时,熟悉国情,加深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实现民族复兴、祖
国强盛而积极奋斗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

是日常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并完善

学生骨干的跟踪培养机制,通过长期不间断的全面

培养,促进学生骨干形成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

培养的良好习惯。 三是前期选拔和后期使用相结合

的原则,让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

提高。 建立重点培养对象信息库,切实加强跟踪培

养,为他们的成才发展提供切实帮助。 各级团组织

要探索完善定期向党政部门积极举荐优秀青年人才

的机制,积极推动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冶
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人才培养规划,推动党委、政
府把优秀的青年人才纳入相应的后备人才培养

范围。
(二)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

本途径

应该说,在团中央下发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冶实施纲要》中已明确了培养方法和途径,
如对大学生骨干要通过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志愿服

务、对外交流、课题研究;对共青团干部要通过理论

研讨、参观考察、挂职锻炼、出国培训;对青年知识分

子要通过社会服务、国情考察、高端研讨等。 并明确

提出了各自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格局。 这是培养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 笔者认为,在坚持

“纲要冶精神的同时,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还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和高校实际,探索一些新

的途径。 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四重四抓冶:
第一,重情感、抓信念。 情感因素是人的认识形

成的重要因素。 青年大学生具有年纪轻、阅历浅、易
冲动、求知欲强、可塑性大的特点,他们正处于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他们对自我的

认识、对价值的追求、对意识形态的辨别很大程度上

受到自我以及他人情感的左右。 因此,在进行培养

时要善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变化,只有掌握了他们的

情感变化,才能“因材施教冶。 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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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要的是抓理想信念的培养。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新

经济形态的发展,加之中国转型期各种乱象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受到

了质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

潮开始滋生蔓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冶和“失败论冶
等错误观点冲击着年轻人的头脑。 因此,我们必须

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强化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感
召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思

潮,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重层次、抓机制。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冶实施纲要》中特别指出要加强机制建设,
要通过规范培养时限、科学安排内容等途径健全培

养机制。 对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是

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构建校、院、班三个

培养层次,覆盖学生社团干部、理论学习骨干等每个

群体以及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等多个层

面;二是要建立选拔、培训、使用机制;三是要建立学

习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四是要建立跟踪培养机制

以及骨干和准骨干的联系和辅导机制。
第三,重效应、抓榜样。 榜样教育历来是十分重

要的教育方式。 榜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辐射效应,能够

起到“培养一个,带动一群冶的效果。 因此,在培养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发掘榜样,比如

身边的优秀同学、杰出校友等。 这样的榜样生活在大

学生中间或与大学生存在共同点,容易引起大学生的

共鸣,对大学生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 榜样

教育对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重平台、抓载体。 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要注重搭建平台和借用载体。 要给他们提供思

考的平台、交流的平台、发展的平台,努力引导他们

剖析社会、批判现实、思考问题、加强交流,更全面地

发展自己。 要全方位地利用各种载体,形成培养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立体网络。 一是要充分发挥“两
课冶的作用,用系统生动的教学活动夯实广大学生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二是要注重发挥校园文化

的作用,利用高校优美的校园环境、高尚的校园文化

形成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合力,充分利用校报、
广播、网络、橱窗等宣传阵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校

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三是要积极发挥

实践锻炼活动的引导作用,让大学生走入社会,了解

国情,在实践中收获,在实践中成熟成长。 四是要积

极发挥学生组织的自我培养功能,让大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总之,培养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高校义

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性工

程。 高校要深刻认识培养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的战略意义,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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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Approach Explor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University Marxists at the New Age

HAO Zhijie

(Division of Personnel,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significant project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arty謖s carrier to cultivate young steadfast Marxist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which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socialistic universities and also a demand for students to become excellent. The boom of new media,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eople謖s values bring many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university Marxists. Therefore, the emotion, religion, level, institution, effect, example, platform and supporter must be emphasiz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university Mar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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