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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态 
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信息调研部   2014 年第 12 期（总第 191 期） 
 

关注校园热点问题☆谨供领导决策参考 

 

关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法的调研报告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风

尚，巩固全党人民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是即将踏入社

会的新鲜力量，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 

为了解我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我们以网上

调研的方式对我校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通过我校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程度,对各层面价值目标的看法以及对核心价值

观的反思及宣传建议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调研分析，综合了解我校学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 

 

 

 调查人员：陈波，薛佳妮，仲悦，叶圣扬，张璐晴 

 调查对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00名在校学生 

 调查主题：关于我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法的调研 

 调查时间：2014年 11月 14日 

 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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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对象年级分布： 

 

 

一、了解情况及途径 

通过调查我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途径、受欢迎的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以及所知内容进行分析，了解我校学

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程度。 

（一） 了解途径 

 

调研数据显示，72%的同学通过课堂等学校教育了解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26%的同学通过网络、新闻、广播等新闻媒体了解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的同学通过讲座等课外活动了解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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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5%的同学通过父母了解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由此可见，我校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有很多，但

显然学校课堂教育占据了很大比重，通过其他途径的学生较少。当今

是一个信息社会，学生的生活离不开网络，想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我们需要利用好网络宣传平台，也可在课堂上多介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知识。 

 

（二）受欢迎的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调研数据显示，51%的同学希望通过学校教育了解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41%的同学希望通过志愿者活动以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

了解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8%的同学希望通过社区宣传教育了解

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1%的同学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了解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由此可见，对于期望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同学期望较多的是：大众传媒工具、志愿者活动、学校教育。社

区、大众传媒、志愿者、家庭、学校等都是紧贴学生生活的项目，通

过这些媒介去传播，于无形中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更加达

到教育宣传的效果。同时，需要把宣传的内容更加实例化，便于学生

理解认识，从而规范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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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知内容 

 

调研数据显示，分别有 88%的学生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

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79%的学生知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71%的学生知道社会主义荣辱观，66%的学生知道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另外有 60%的学生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由此可见，大部分同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有所了

解，这点是值得欣慰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大部分同学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没有深刻理解，只有少部分同学对此理解较深刻。因此，对

于此方面的教育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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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各层面价值目标的看法 

通过调查我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以及学习途径

的情况，了解我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渠道。 

（一） 国家层面看法 

 

调研数据显示，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

值目标”这句话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67%的同学认为它很符合我

国国情，17%的同学认为它脱离现实的情况，而有 16%的同学对此表

示不清楚。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同学对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有自己的看法，

而少部分同学对此却没有详尽的概念。 

（二）社会层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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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数据显示，58%的同学认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这句话很符合我国现在的社会情况；26%的同学

认为这一价值取向不切合实际；16%的同学对这一价值取向不清楚。 

由此可见我校大部分学生比较看好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在我国

的践行程度，较少人不认可这一价值观，还有小部分人不了解这一价

值观。 

 

（三) 公民层面看法 

 

调研数据显示，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公民层面的价

值目标”这句话中公民层面的价值目标，61%的同学认为它很符合我

国国情，21%的同学认为它脱离现实的情况，而有 18%的同学对此表

示不清楚。 

由此可见，大多数同学认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

层面的价值准则很符合我国现阶段公民的情况，说明社会上大多数公

民的品德是优秀的。少部分同学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由此得知我们

当今社会上仍然存在许许多多的事例反射出中国人民个人价值层面

的不统一，并没有良好发挥出中国人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

德。另外少部分学生对此没有什么看法，从中得知有小部分大学生对

共同创造社会缺少责任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现代国家，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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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民个人的实践和创造，更离不开公民个人良好价值理念的养成和

价值行为的校正。 

 

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思 

通过调查学生身边同学的行为情况,大学生所认为的最需要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了解的群众类别，以及同学对影响大学生确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的原因的分析，了解我校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思。 

（一）身边同学的情况 

 

调研数据显示，48%的学生认为身边的同学没有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言行，25%同学认为身边同学确实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其余 27%同学则没有注意。 

由此可见，虽然很多学生都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接近

半数的学生没有用这种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言行，没有把学到的知识充

分的应用到生活中。所以，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也应该

指导学生把这种价值观应用到生活中，指导自己的言行，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真正的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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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受用人群的看法 

 

调研数据显示：80%的同学认为党政机关干部最需要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了解，69%的同学社会公众人物最需要对其有了解，65%

的同学认为学生需要对其有了解，53%的同学认为教师需要对其有了

解，44%的同学认为企业高层领导者需要对其有了解，而 29%的同学

认为农民工需要对其有了解。 

由此可见，在同学们的心中，党政机关干部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最息息相关的人群，与此同时，农民工则与之关系不那么密切。

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每个人的关系都不容小觑，只有当社会

中的每个人都对其有了解并牢记在心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

用，让整个社会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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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因素 

 

调研数据显示，有 74%的同学认为影响大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变革，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影响；有

44%的同学认为是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的作用和影

响；有 39%的同学认为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冲击；

有 38%的同学认为是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有 29%的同学认为

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反差非常大；有 24%的同学认

为是家庭教育的缺乏；有 19%同学认为是学校价值观教育效果不好；

有 11%的同学认为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会吃亏。 

由此可见，大部分同学认为主要原因是社会的不正之风以及网络

传媒的影响，而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较少。因此严惩腐败现象，重视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对树立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    

 

四、调研小结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了解到我校低年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识程度,对各层面价值目标的看法以及对核心价值观的反思。 

同学们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更为具体化、亲

民化，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第二，提高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的多样化，用学生喜欢的宣传形式，避免

严肃说教，用尽可能趣味的方式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进

一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一步促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第四，多利用网络、电视、报刊、广告等

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反思，更重

要的是反思以后要有行动。学校可以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管力度，以促

进同学们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学生自己来说，要持

有理性科学的价值观；拒绝身边的不良诱惑，学会克制自己，对自己

负责；此外还要随时反思总结，我们只有反思过去、把握现在、规划

未来，才能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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