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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1］并且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

出了许多新要求。”［2］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

展现了新时代社会发展新情况，也表达了人民需

求的新期待，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

战。思想政治教育要分析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

要的新时代特质，勇于迎接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

需要的新挑战。

一、新时代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内涵

解读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3］

这是习近平对青年的期许，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

主力军和国家的骨干和栋梁。大学生美好精神生

活需要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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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学生运用和享受更加美好的精神文化成

果、进一步丰富精神世界、促进自身不断发展的

需要。这种需要的产生不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

义关于需要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要求。

（一）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的内容十分丰富，

依据不同标准，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三种类

型：一是从需要的属性，可以分为自然需要、社

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二是从需要的作用，可以分

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是从需要

主体，可以分为个人需要、集体需要和类的需

要。同时需要还具有多样性、矛盾性、层次性、

社会历史性等特征。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指

导下，我国已经逐渐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地保持与群众的血肉

联系，坚定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自成立以来

就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发展变换。中共八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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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

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十九大依据新时代、新变化、新情况，提出了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将对我国社

会发展发挥重大而深远的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体现出人民生活朝着美好

生活需要方向迈进。

新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需要也朝着更加

美好的趋势发展。大学生精神生活是最能反映大

学生群体本质的方面，在其全部活动中最具能动

性、最具活跃性，也是建构难度最大、影响最深

的方面。精神生活质量的好坏能从一个侧面反映

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水

平，也能作为一个观察大学生生活习惯和人生经

历的缩影。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利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

规范，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

的思想品德的教育实践活动。”［4］思想政治教育

与新时代满足大学生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密切关

联。

（二）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内涵

大学生精神生活十分广泛，其内容和形式也

极其丰富多样。根据需要对象的层级可以分为理

想信念需要、核心价值观需要、文化素养需要和

心理健康需要四个方面。

1.理想信念需要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需要就是对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需要、对共产主义信念的需要。这些理

想信念能够使人百折不挠地向着缔造一个美好未

来的目标奋进，大学生因此感悟人生的意义，获

得精神发展的契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

理想信念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这种理想信念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共

产主义理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最高理想，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奋斗、去实现。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又逐渐形成了中国梦的共同理想，这是

凝聚近十四亿中国人共同奋斗的强大的精神动

力。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青年人的精神之基，习近

平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对于青年成长进步的重要

性，并明确指出：“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

想。”［5］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帮助大学生坚定对理想信念实现的信心和决

心，培养大学生追求理想信念行为实践的毅力和

意志，使大学生能够始终如一地为理想目标不懈

追求。   

2.核心价值观需要

核心价值观需要是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处于

价值多样化进程中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居统治地

位、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民精

神家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定位，寄托着各族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6］习近平以“穿衣服扣

扣子”为喻，叮嘱青年大学生要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并“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核心

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

其推广到全社会去。”［7］思想政治教育是培育核

心价值观的致胜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铸

魂工程。思想政治教育传能够帮助大学生有效防

范、防止各种错误思潮抢滩登陆；能够帮助青年

大学生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做到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能够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把核心价值

观转化成对自身的价值要求和行为习惯。

3.文化素养需要

文化素养需要是大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知识的需要和渴求，

扎实的文化素养是大学生智慧的基础和实现创造

力的源头活水。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将中国共产党

积累下来的科学思想理论及时、准确、有效地传

递给青年大学生，使真善美的理论像阳光和空气

一样布满校园，使大学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大学生所需要的各种文化

知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知识，

它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文明成果的全部认识之

上，占据着科学真理的制高点，科学揭示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批判一切不公平的制度和阶级、指明了共产主义

的光明前途。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知

识内容、政治立场、价值理念等文化素养的培育

下，在认同内化基础上就会产生积极的、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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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行为。 

4.心理健康需要

心理健康需要是大学生以一种积极向上的

良好心态去面对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的需

要。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不懈“培育理性平和的

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

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8］这一论述强调

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需要的重要性，也成为了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大学

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贯穿于整个大学期间，从

新生的适应问题到学业、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等

问题，再到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大学生在大学不

同学业的阶段，凸显出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但

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学生中有相当大一部

分同学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并由于不善于寻求解

决问题的渠道，以至于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思想

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实现求真、心善、行美

的完美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能帮助大

学生预防悲观不良观念的萌芽，一旦发现心理健

康问题便能帮助大学生积极识别和矫正。

（三）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新时代特质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指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在借鉴需

要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进行

新时代特质的分析，以此来更有针对性的满足他

们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1.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内容具有多元性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我国内外环境巨变时期，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

的精神产品，他们的精神需要也就随之呈现出多

元化。一方面，文化需要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大学生精神世

界保驾护航，不断丰富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人类

多样文明加速了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更新，使大学

生的精神世界更加开放；大众文化激发了大学生

们的天性，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更加生活化；网

络文化为大学生开创了精神生活的新天地，从而

创造出新的精神生活样态。另一方面，价值取向

多样性。各种精神思想的交流融汇，使得大学生

的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有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人生信仰，坚信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有

的只考虑眼前的实际利益，做一个“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有的把金钱娱乐至上，忘记了“真理

至上”“道德至上”等立身的原则。因此，大学生

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性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会愈加凸显。 

2.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结构具有层次性

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

是大学生精神生活需要的不同层次。生存需要是

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需要

是需要的下一层次，主要是生理上的物质需要，

同时也有心理上的精神需要。高层次的享受需要

和高级发展需要，更多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超

越性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是从低级到髙

级上升发展的，低层次的需要是基本的生存性需

要，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高层次需要便会

出现并寻求满足。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改革开放

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

品，身处在校园生活中的大学生，接受着系统的

知识教育和价值观念教育，也获得了一定的处理

与他人、与社会关系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念。社会的进步、大学教育的发展，大学生个人

素质的提高使得新时代大学生在满足基本生存、

物质生活等基础性、低层次的需要后朝着更高层

次的发展、享受等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进发。

3.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之间具有矛盾性

多种需要之间的差异、不同层次需要的冲突

等极易导致大学生精神生活需要充满矛盾性。首

先，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客体的匮乏与大学生需要

主体期待的提高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曾指出当前

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9］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的匮乏与大学生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期待形成

落差。其次，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内部也有着多种

矛盾。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观与多

种社会思潮等非主流价值观的矛盾，也有网络虚

拟精神生活与现实精神生活的矛盾。这些矛盾有

时被克制，但又不断地重构，在大学生群体里发

生着变化和分化。当前，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需要

明显增加，社会中精神产品的供给也丰富多样，

但迷茫、烦躁等负面情绪时常出现在他们的现实

生活中。他们不断寻求各种精神文化活动，试图

满足精神需要，他们憧憬生活充实有价值，却又

难免沉溺在低俗的网络世界里，他们的精神世界

经常处于矛盾反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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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视域下思想政

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满足大学生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使大学生

点燃思想之光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动力，

也是其本质要求。在新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需

要也随之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思想政治教

育要勇于迎接新挑战。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大学生多元精神

生活需要之间存在落差

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满足学生的精神生活

需要是教育的本质，同时人的思想观念养成也依

赖于教育。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存在着三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道理”过于空洞。“马克

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

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但在课堂上，老师们

需要经常讲述“大道理”，却没能把“大道理”

融入社会发展的现实生活，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

成空洞的说教，也缺乏将大道理变得可感知、有

说服力、有可检验性的能力，无法使大学生深刻

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答能力。二是

缺乏对大学生现实的针对性。部分内容脱离大学

生的个人知识素养、心理品质、接受能力等实际

情况，不能与不同学习背景大学生的成长经历相

结合。没有把学生已有的认识结构调出来，把新

的知识糅合进去。没能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

心里走，仅仅是自说自话，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与大学生真实世界的脱离。三是解疑释

惑能力弱。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能很好地把

握到新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新特质，教育者也

都是根据课程对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假设存在何

种问题，再根据这种自我揣测来设置问题启发学

生，而不是先了解学生的需要，再形成教育的内

容。所以面对着大学生存在的新疑惑、提出的新

需要，内容的滞后性导致即时应对的能力还较

弱。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大学生美好精神

生活体验之间存在不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让美好精神生活对大

学生具有聚拢力、辐射力和号召力。在美好精神

生活体验中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体验人生，

让教学内容能够扎根于大学生心灵，体现于大学

生言行。但是目前，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存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灌输教育”缺乏

变通。列宁的“灌输理论”强调，“工人本来也

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

外面灌输进去。”［11］学生的正确思想观念需要

通过外部“灌输”，但同时“灌输教育”也有着

欠缺变通性和生动性，死板单一的缺陷，容易让

大学生产生对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抗拒和排斥的情

绪。二是过程缺乏互动体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

简单的“我讲你听”，而应是师生双向互动体验

的过程。这就需要教师融入到学生中去，切实走

近学生、了解学生需求、与大学生平等交流，运

用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

式，让大学生既当“听众”又当“主角”，在直

接对话、自由讨论中实现教学内容入耳、入脑、

入心。三是课堂走向娱乐化。为了让课堂气氛活

跃，引起学生的注意，便照搬所谓的“流行”教

学形式或采取“奇葩式”教学形式，忽视了“提

高思政课教学实效，基础在教学内容，关键在以

理服人。”［12］。学生实际上不缺短暂的娱乐形

式，缺的是深层的理论思考，况且传授不等于接

受，听见不等于听懂，只有让学生认同才能共

鸣，只有入心才能动容。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美好精神

新生活方式之间存在不协调

网络大数据、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形式、内容、载体等多

方面的新改变。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美

好精神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三个方面

问题：一是网络侵蚀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

当下，网络已然侵透到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方

面，大学生逐渐适应了网络快餐式的刺激，对需

要深入思考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产生一些抗拒心

理。当教育者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

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不闻不问，而是

陶醉于玩微信、刷软件应用等。二是网络冲击大

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当下种种社会思潮借助于

网络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

生消极的作用，进而对大学生的价值观造成冲

击，大学生很难将社会现象分辨清楚，大学生在

使用接触网络时更容易受到不良的引导，沉迷于

虚拟的网络世界，不利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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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网络影响学生学业。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

它可以实现大学生不同的生活学习需求，而且还

可以帮助大学生转移、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

困难。这些特点，导致很多大学生选择整天沉浸

在虚幻的世界中而不愿意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已

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功课与学业。

三、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

需要的解决路径

满足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是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任务、新使命，思想政治

教育要走进大学生的思想、走进大学生的心理、

走进大学生的生活需要。只有走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才能找到满足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的解决路径。

（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满足

大学生多元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

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3］彻底

的理论不仅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而且具有方法

论意义和价值引导作用，既能解释历史与现实，

又能指导实践。内容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落

实。一是教育内容要紧密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

际。大学生在想什么、琢磨什么、需要什么？这

都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解答的问题。大学生的思

想困惑和生活需要，是个性与共性的动态统一。

教育内容既要有因人而异的“滴灌”，也要有全

面总体的“漫灌”。针对大学生思想实际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着重考虑大学生的个性和差异，做

到对症下药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把握大

学生个性差异的同时，也要全方面、全方位育

才，始终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个核心，根据大学

生精神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思想理论映

照进大学生心坎里。二是教育内容的素材要与时

俱进。教育素材要紧密联系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

的需要，要用鲜活的、新鲜的素材，追寻生活中

活的灵魂、活的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来创新教育内容，做到让大学生的

灵魂不断接受洗礼，让他们发现生活的美、精神

的美，使之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同时

要善于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大学生，以优秀的党史

国史故事鼓舞大学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引

领大学生、教育大学生、鼓舞大学生的特殊功

能，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活动，提

高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体验

实践教育是“组织、鼓励大学生主动参与

各种实践活动，提高其思想认识，培养优良品德

和良好习惯的教育方法。”［14］它让大学生在改

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体验美好精神生活，进而改

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

统一，用科学的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

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15］

实践教育活动已经是大学生实现自身需要无法或

缺的关键内容。一是组织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活

动，加强大学生对美好精神生活的体会。通过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走出教室、走出学校，

接受一线的、鲜活的教育，在深化对知识和社会

了解认识的过程中，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在不知不觉中深受熏陶，加强对美好精神生

活的体验。二是开展各式各样的校园实践活动，

提升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品质。大学生短则三到五

年，长则七到八年都生活在校园之中，这一阶段

也是他们三观确立的拔节孕穗期。课堂教育帮助

大学生汲取知识、培育品行，但是多彩的校园实

践活动也是对教育内容、形式的重要补充。举办

各式各样的精神文化活动，让身处其中的大学生

感悟美妙、精彩，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启发。特别

是要努力做到每一次活动不仅传播知识、传授美

德，而且健康身心、陶冶性情，让大学生都得到

倾心关爱和真诚帮助，让美好精神生活的种子在

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精

神生活品质和层次。

（三）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方式，进行

大学生网络美好精神生活的引导

网络新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无人不用。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

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

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6］

我们要借助于网络媒体的优势，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改革，进行大学生网络美好精神生活的

引导。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方式，进行

大学生网络美好精神生活的引导需要我们从两个

方面着手：一是利用网络载体优势，充实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网络创新表达的方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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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the new mi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good 

spiritual life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od spiritual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it is found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three challenges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good spiritual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first，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multiple needs； second，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mode and the main 

experience； third，there is incongruity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Internet and new life style.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innovated in three ways：

one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diversified and beautiful spiritual life through "content innovation"，the 

other is to strengthen "prac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good spiritual life，and the 

third is to us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good spiritual life on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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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讲活讲深讲透，做到讲之有方、讲之有力、

讲之有效，努力建设大学生喜欢听热爱学的网络

课程，根据大学生群体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讲

授，把晦涩的学术语言转化成学生喜欢接受的通

俗语言，从“强调理论高度”到走进学生实际生

活，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同时，适应学生在网

络时代的接受习惯，采用文字、影像、动画等多

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从而构建一个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二是利用网络空间优势，实现大学生网络美好精

神生活。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出

的不和谐声音，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进行思想教

育，积极弘扬主流思想舆论，减少不良网络文化

对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冲击。从现实来看，官

方、权威的信息传播不及时，虚假、歪曲编纂的

信息就会扰乱大众心理；健康、正确的思想舆论

壮大发展不足，消极、负面的言论就会肆意传

播。我们要善于借助学生关注的网络平台和网络

传播渠道及时进行消息推送，用透彻的科学分析

回答学生，用彻底的思想理论教化学生，以真理

的强劲能量引导学生，从而实现大学生网络美好

精神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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