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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关于美好生活及其实现的研究由来已久，成

果比较集中在近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美

好生活的内涵，专家们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管理学、

伦理学等多视角进行解析。而对于如何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

治教育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进行阐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切工作正当性终极判断

标准。倘若在认知上有偏差，人就既不能感受到现

实生活的美好，失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也无法走向创造美好生活的正途。当下，一些主观

制约因素导致认同感、幸福感、尊严感等美好感受

以及追求审美、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等美好价值目

标在部分人生活中逐渐离场。大学生中也有这种情

形，他们对美好生活认知是否理性、客观，是一个

必须要正视和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认知是人们

获得知识或信息加工的过程，或应用知识的过程，

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人脑在接受外界输入

的信息后，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

理活动，进而支配自身行为。但认知如何符合客观

事实，也有一个教育引导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有

针对性地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此，我们以“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为选

题进行了本次调查。   

　　二、调查说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9 月，笔者在武汉市各

个高校，围绕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的主题展

开调查，针对这一问题对大学生进行访谈，并基于

数据加以分析。

摘  要：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大学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剧中人，又是创造美

好生活的剧作者，他们如何正确认知美好生活至关重要。通过调查发现：由于主客观因素制约，

大学生对美好生活充满憧憬，但在认知上仍有欠缺之处。而大学生对美好生活有正确认知，教

育引导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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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问卷的编制

　　如何将“美好”用数字进行比较精确的丈量，

将人的主观感受进行量化，确实是一个难题。本次

调查以比较系统、全面的民生指标体系对问卷进行

细化。从大学生最关注的话题入手，注重生活化、

现实性，内容涉及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科创、

环保等方方面面，与大学生人生发展息息相关，基

本涵盖大学生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精神层面。

本次调查中，问卷采取面对面发放、回收的形式，

共发放 1200 份，回收 1117 份，回收率 93.08%。有

效问卷 1041 份，有效率 86.75%。所有回收的有效问

卷均以 IBM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统计和

分析。为全面掌握大学生的真实心声，对于无法通

过数据获取的信息，采取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对大学

生进行访谈及座谈。内容包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对今后美好生活创造和坚

守的建议等。调研过程中，大学生均能对问卷与采

访内容接纳与认可，能够认真对待、仔细作答。

（二）调查问卷的信度

调查问卷的信度 ( 亦称可信度 ) 是指问卷调查结

果所具有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以“美好生活”

认知调查为例，当设计的不同问卷对同一群体的调

查结果或同样的问卷在短期内对同一群体进行调查

（譬如大学生对当前生活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看

法等），结果存在高度相似时，则认为该问卷具备

较高可信度。同时，采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常使

用的信度分析方法——Cronbach’s Alpha（克朗巴哈

系数法）辅助进行，本次调研 Cronbach’s Alpha 系

数为 0.913，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为 0.914，表明调研结果信度水平较高。

（三）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下表。调查范围覆盖

多层次高校，不同专业以及不同民族、性别、户籍、

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的大学生。调查对象范围较广，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反映当代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

知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表  受访大学生基本情况

　

               

　   三、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的调查总体反

映

从本次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看，大学生总体上

能够感知到美好生活。选择“美好”( 包括“非常美好”

和“比较美好”两个选项 ) 的人数高达 86.08%，选择“不

美好”( 包括“比较不美好”和“非常不美好”两个

选项 ) 的大学生仅 8.92%。说明大学生感知美好比较

普遍，也拥有创造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和强烈愿望；

少数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认知有偏差。

      （一）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认知

　　生活条件方面。从课外活动看，30.33% 的大学

生持非常满意态度，53% 的大学生持比较满意态度，

16.67% 的大学生持不满意态度。说明走出书斋，积

极参加课外活动使大学生感知美好比较普遍。“在

您的业余时间，您通常选择什么休闲娱乐方式”，

有 57.81% 的学生选择“上网”。互联网科技不仅带

来分享经济的涌动和共享经济的繁荣 , 也给青年个

人 IP 的拓展提供了土壤。①在自身学业水平的评估

中，分别有 27.14% 和 49.53% 的大学生持“非常满

意”和“比较满意”态度。访谈过程中发现，大学

生的择业观也更加多元。人工智能、电竞行业和机

器人行业纳入择业范畴。在经济收入方面，18.02%

和 15.43% 的大学生在未就业之前就对经济收入持“比

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观点。部分大学生

①  敖成兵：《斜杠青年：一种“互联网 +”时代的职业身份解码》，《中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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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倾向于物质享受，有过度消费的

倾向。关于“您对您家人均居住面积是否满意”问

题上，选择满意的人数占 51.37%，48.63% 选择不满

意。在过快过猛的房价上涨背景下，灵活的住房形

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大学生对美好生活品质的差异化

需求。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选择“满意”的大学

生占 70.88%，选择“不满意”的大学生占 29.12%。

这说明多数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推出的系列大学生医

疗保障政策表示肯定，对目前暂未解决的社会问题

表示理解，坚信国家有能力解决好。 

　　 社 会 环 境 和 国 家 政 策 方 面。 分 别 有 27.5% 和

43.40% 的大学生认为周边生态环境状况“非常好”

和“比较好”，“在您日常生活中，哪项环境问题

最严重”，33.33% 的大学生认为“大气污染”为主

要污染，24.16% 的大学生认为“固体垃圾污染”最

严重，同时选择“噪音污染”与“水源污染”的分

别是 25.85% 和 24.16%，说明大学生向往优美的生态

环境，他们对环保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对交通环境，61.21% 的大学生较满意，分别有

6.01% 和 2.01% 的人认为“比较差”和“非常差”，

反映出在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交通安

全等问题依然严峻。就治安状况，30.87% 的大学生

认为“非常好”，35.60% 的人认为“比较好”，意

味着高校整体治安状况良好。作为美好生活实现的

基本要素，仍需重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提

高防控风险意识。关于“总的来看，您认为当今的

社会是否是公平的”问题，多数大学生认为“比较

公平”，20.34% 的大学生表示“还不够公平”，说

明大学生大都对当下的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有较

高的认同和较充分的肯定，并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庭

和睦与社会稳定带来的安全感。

　　教育引导方面。关于“在教育方面，您遇到的

最大问题”，47.62% 的大学生选择“教育质量”，

42.27% 的学生选择“上学难”“上学贵”，10.11%

的大学生选择“校园安全”，折射出当前我国教育

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协调。就“在当今

多元文化背景下，您认为是否需要树立榜样”，

79.16% 的大学生认为生活需要榜样，认为“不需

要”与“无所谓”的分别占 8.34% 与 12.5%，说明宣

传先进典型、践行榜样力量得到大学生较为普遍的

认同。对“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为人们的美好

生活发挥作用吗”，高达 71.33% 的大学生持肯定态

度，这说明大学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美好生活筑

造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在多选题“您认为思想政

治教育对美好生活的创造与实现有哪些作用”中，

41% 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丰富精神生

活”，38.25% 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

物质生活”，36.16% 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

能够塑造个体人格”，34.25% 的大学生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能够引导政治方向”，33.91% 的大学生认

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约束规范行为”，32% 的大

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人体验满足于幸福”。

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

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为他们提供美好精神生活的

内容上，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在多选题“您认为以

下哪种途径更能吸引您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55.58% 的大学生认为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40.58% 的大学生认为“电视、网络传播”更能吸引

人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39.58% 选择“榜样示范”，

29.5% 选择“理论宣传”，21.42% 选择“文艺演出”，

16.75% 选择“宣传海报”。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途径多样性，在运用时应当充分考虑大学生群体的

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

途径。

　　社会事务方面。对于现代科技的掌握和了解，

分别有 32.97% 和 25.83% 的大学生选择“非常强”

和“比较强”。特别是接触“新四大发明”（高铁、

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有 50% 的学生总是接

触，41.67% 的大学生表示经常接触，也有 6.66% 的

大学生表示偶尔接触，从不接触的占比仅 1.67%。证

实大学生易于接受新事物，亦享受到科技发展、公

共服务为生活所提供的便捷及实惠，他们具有强烈

的获得感。对“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您会考虑采取

法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吗”问题，54.17% 的大学

生持肯定态度，13.33% 持中立态度，32.5% 表示“可

能不会”或“完全不会”。表明大学生虽然具备一

定的法律维权意识，但由于他们对社会发展出现的

新现象新问题缺乏全面、成熟的思考，认知上有脱

离实际的情形，此外，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

通常选择非理性的方式宣泄消极情绪。在宣传标语

新时代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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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意程度上，有 16.7% 的学生“总是会留意”，

25% 的 “经常留意”，37.24% 表示特别会留意新颖

的宣传标语，印证宣传标语能够启迪人的思想，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途径之一也不容忽视。在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节目上， 17.5% 的大学生选择“非

常关注”，33.3% 表示“比较关注”。说明在互联网

飞速发展的今天，优秀传统文化找到现代转换的新

突破，得到多数大学生的关注与喜欢。

　 （二）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出现偏差的原

因分析

　　大学生由于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是很成熟，

自身社会实践欠缺，阅历不足，他们在看待美好生

活相关问题时容易产生局限性，出现认知上的偏差。

　　思维方式的制约，导致认知上容易产生片面性。

部分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理解重在物质享受，缺乏

全面性、长远性，容易受到负面信息和非主流价值

观的干扰。西方国家向我国输出的消费主义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等各类信息的强大攻势 , 以及各类借贷

平台中隐藏的陷阱，对大学生消费方式产生负面影

响，对他们过度消费加以诱导。

　　社会阅历的不足，导致认知上缺乏前瞻性。大

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处于逐渐走向成熟的阶

段，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一些思考，但由于社会阅历、

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欠缺遮蔽视界，只看到或注重眼

前，不能放眼未来。从生活空间看，大学生主要生

活在“三点一线”的校园，活动空间相对狭窄，生

活方式较为单一。“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一些大

学生难以见微知著、洞察实质。大学生一方面善于

捕捉和接受新事物、新潮流，享受网络检索、传递

信息与知识的便利，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到“泛娱

乐化”的侵蚀，严重影响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认知。 

　　看待问题的层面不高，导致认知上容易脱离实

际。由于大学生未真正走入社会，对社会事务太过

理想化，存在对社会现实过于虚无化的现象，致使

他们未从更高的层次思考“美好生活”的内涵，从

而对“美好生活”的认知脱离实际。面对社会上出

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不能理性对待。访谈中发现，

部分大学生对农村村民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的保守、

谨慎很是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现象看不清本质，也

就不能客观理性，忽视该群体背后的无奈。

看待问题的视界受限，导致认知上缺少整体性。

大学生视界限于校园，导致认知上缺乏宏阔性、整

体性。调查中发现多数大学生为独生子女，处于

18―25 岁这个年龄段，是人生轨迹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在特殊的环境成长起来的。访谈发现部分大学

生较少关注社会动态和政策时事，他们从小到大接

触的是相对封闭、单纯的学校教育，更多关注类似

“小确丧”的事件，心态并非向外延展而是向内退缩。

使得大学生对专业知识之外的其他技能逐渐产生隔

膜，思维受限、认知不足，不利于他们形成健康的

人格。在看待有关“美好生活”等问题时，无法全

面透彻地深入思考，对“美好生活”的认知难以循

序渐进、达到整体性高度。

四、引导大学生形成对美好生活正确认知的对

策

　　如何使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理性、客观，并

指导和支配自己的行为，创造美好生活，思想政治

教育要担当重任，通过创新释放理论解释力、宣传力、

渗透力，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筑牢决心、信心

和责任的思想武装。

　　（一）各方协同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大学生形成立体式的网

格，聚焦于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凸显。其一，政府统

筹安排提供良好平台。政府要发挥好组织作用和组

织效应，鼓励和激励大学生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服务基层的机会，让他们运用所

学理论，结合社会实践经历，向群众宣传祖国各地

的发展形势，同时在服务中不断了解、学习党的惠

民政策，增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客观、理性认知。

其二，高校开展基层实践的主题活动。高校与基层

组织联动，有规划地开展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基层

实践活动，为大学生展示才华提供用武之地。其三，

大学生要增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通过志愿服务和

参与实践，在施展主体作用的同时增长见识、完善

自我，客观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为深入思考问

题提供现实参照。

　　（二）高校丰富和完善大学生实践教育

　　一是丰富大学生实践教育内容，展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使命与担当。大学生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

新时代大学生对“美好生活”认知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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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

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①高校鼓励大学生积极投

入“三下乡”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精心做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实践活动，以系统的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实践、服务社会，引导他们学以致用。

二是创新大学生实践教育方式，让大学生正确认知

美好生活。一方面，选择“互联网 + 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充分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生

动案例，增强教育时效性与吸引力，让大学生感知

美好。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创新

实践教育的方式，让大学生体验、感悟美好。

　   （三）营造大学生“美好生活”正确认知的良

好氛围

　　一是大众媒体要担负起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大众媒体从业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及

道德水平，在商品宣传的过程中，不应为追求利益

而误导错误认知。主流媒体从社会责任出发，发挥

正向影响力，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社会人文环境，

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美好生活”认知。二

是校园营造美好生活氛围。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方

式在校园宣传美好生活时，能够让大学生在休闲娱

乐中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应充分发挥教师

和学生自身的正能量，从他们身边选拔“文明标

兵”“先进模范”等典型人物，用榜样的力量激励

大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对

“美好生活”的认知，把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转化为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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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茜，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级硕士

           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修琦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9 日（1）。

（上接第 29 页）其他各民主党派的章程也都做出了

相同或相似的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党章党规

的方式确定了这样一种政党关系，要求各民主党派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下政党关系的本质，也体现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最本质的特征”，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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