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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信教是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现象已经遍及全

国，在民族地区尤其普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校传教活动更加频繁，传

播手段越发先进。不少大学生、甚至是一些党团员，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被

各种宗教团体所俘获。大学生信教不仅影响到大学的正常学习秩序，制约和降

低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削弱甚至颠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干扰高校的安

定团结。破解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从

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其一，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御宗

教迷信；其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其三，革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的信念支

撑；其四，开设相关宗教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帮助他们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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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上曾提出：“要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

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等宣传教育活动，

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识。”［１］宗教既

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恩格斯

曾指出：“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

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

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２］近

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宗教在全球范

围内的传播不断升温，大学生群体中信仰宗教

的人数也在逐渐增长。如何对大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拟在对当前大学生宗教

信仰现状考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高

校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的具体建

议，以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一、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

１．信教学生遍布全国高校

大学生信教目前已经是我国高校一个较为

普遍的现象和问题，它已经不是一所学校、一个

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是全国各高校都普遍存在

的一种现象。河北省部分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

现状调查结果显示，信教学生占比１０．６％。［３］

吴丹枫等［４］的调查表明，浙江省信仰宗教的学

生占比为１２．２％，并且呈上升趋势。李晓元［５］

针对吉林省１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其

中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为１０３人，占被调查人数

的１０７％。另外一项针对上海高校大学生信

仰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１４７５名大学生

中，有６２．８％的学生表示对某一宗教信仰有一

定的兴趣。可以想象，这一部分大学生在将来

很有可能成为某种宗教的信徒。［６］从信教种类

上来看，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天

主教大学生的分别为３４．６％、１６．７％、２９４％、

４％、１５３％。［７］

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

区，还是相对封闭的中西部地区或东北地区，大

学生信教比例都不算低；信仰人数占调查人数

的比例较大且差别也大，最高的为４４％左右，

最低的为３．５％；信仰宗教的类别也五花八门，

无论是外来的伊斯兰教还是中国本土的道教，

无论是两千年前就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是近代以

来才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基督教，都有着为数

不少的大学生信徒。

２．民族地区学生信教较为普遍

大学生信仰宗教在民族地区较为普遍。马

惠兰［８］对宁夏高校的调查表明，该地区信仰宗

教的学生占比高达２９％。杨永宁［９］对青海高

校的调查显示，大学生信教人数占比高达

３１８％，并且有１９．３％的学生认为信仰宗教对

自身学习和生活有好处，而７０．８％的学生则无

法对宗教与邪教作出区分。马凤鸣等［１０］对云

南高校的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占比为

１６４％，其中７０３％的学生不介意他人知道自

己的宗教信仰。

李国梁等［１１］对新疆高校的调查结果表明，

有１９．３％的学生注意到了周围同学的信教情

况，有１２．１％的学生注意到某些在校学生有按

照斋月期间的规定白天不进食的宗教信仰习

惯，有５．７％的学生看到过同学去清真寺或教

堂，有９．９％的学生关注到同学穿戴具有宗教

色彩的服饰，另外有５．２％和４．７％的学生注意

到某些同学阅读宗教书籍和收到与宗教有关的

宣传页。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民族地区大学生

信教情况有以下特点：一是信教学生比例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二是信教学生以少数民族为主；

三是学校对大学生的信教行为较为宽容。

３．党团员有信教情况，存在宗教暧昧现象

宗教暧昧是指人们对于宗教本身认识不

够，缺乏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对宗教的批判精神，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对宗教痴迷的程度，但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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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与行为上趋于认同的状态。从２０１０年丁

根林［１２］对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的

调查结果来看，认为信教也可以入党的学生占

被调查学生总数的１１．３４％；有９．２７％的学生

认为入党和信教可以并存；有５．７３％的在校大

学生认为在入党以后仍然可以信教；认为共产

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没有冲突的学生占比为

１７．４３％。由此可见，部分学生对于入党和宗教

信仰缺乏理性而清晰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理想

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没有正确

的认识，甚至幼稚地认为共产党员乐于助人等

优良品质跟某些宗教宣扬的理念相近。现有的

调查还显示，某些大学生共产党员存在宗教暧

昧现象，一部分选择直接信仰宗教，一部分则对

信教行为持宽容态度，更有甚者持鼓励和赞许

态度。

４．工科学生信教比例普遍较高

根据周建华等［１３］对西部高校的调查，理工

科学生信教的占比明显高于文科学生。根据闫

春秀等［１４］对内蒙古５所大学学生信教情况的

调查，理工科信教学生中占比高达 ４４．６８％。

由此可见，在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理工科大学

生信教比例普遍较高，没有体现出科学精神对

宗教信仰应有的排斥作用。从信教学生的学历

层次上看，虽然部分高校中研究生信教比例较

低，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并没有随着学历层次的

整体提高而呈现出信教比例的下降。

一般来说，理工科大学生从事自然科学和

工程技术的学习与研究，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

和把握高于文科学生，应该倾向于认可和接受

唯物主义世界观，但调查结果显然并不支持这

一观点。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理工科大学生由

于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

和研究之中，缺乏相应的人文素养，也缺乏对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正确理解，这导致他

们虽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鉴于科学知

识并不能直接地更不能自动地上升为科学精

神，从而使其丧失了对宗教渗透的抵御能力。

　　二、宗教信仰对高校大学生带来的

消极影响

　　１．削弱大学生政治信仰

大学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受年龄、阅历

和视野等的限制；政治经验不足，对问题的理解

和认识不深，政治意识比较淡薄。正因为如此，

在面对一些社会的敏感问题时，他们往往缺乏

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极其容易被误导。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借助科技等各种手段，

使用现代传播方式向大学生进行渗透，传播宗

教文化，宣扬宗教教义。这种神灵至上的思想

一旦渗透到高校，会直接冲击大学生还不十分

坚定的价值观，给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带来困惑，

影响大学生的信仰选择和坚守，从而削弱大学

生的政治信仰。此外，宗教还利用经济手段向

高校进行渗透，用物质利益诱惑那些政治立场

不坚定的大学生。这导致两个比较严重的后

果：一是大学生容易被误导脱离现实，追求虚幻

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形成对政治现实的曲解，造

成认识上的偏差；二是大学生在进行价值选择

和价值判断时，在已有的认知与现有接受的信

息之间会发生强烈的冲突，增加大学生进行价

值判断的难度，甚至可能会被一些不实且偏激

的言论所迷惑，导致其价值观发生偏离。［１５］政

治信仰的削弱和动摇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首

先会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异化，进而导致大

学生对中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怀疑乃至否

定，最终甚至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我

们政权的稳定。

２．影响大学生正常学习秩序

大学生的核心任务是学习知识、传承文化，

为走向社会、服务国家作准备，大学校园应当具

有宁静的环境和求知的氛围。为了确保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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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适合于学生进行学习和科研，１９９５年我国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中第８条明

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

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

的活动”。２０１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

指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

防范校园传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

传教的基础性工作”。而相关部门结合部分省

区所颁布的“两个不得、五个严禁”，又进行了

更加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

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

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

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

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些措施

对于防范和抵制校园宗教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

用，有助于端正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

事实上，大学生信仰宗教只能结出一种果

实———恶果。学生信仰宗教之后，首先是学生

的思想意识会发生变化，他们会把虚无的鬼神

做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不再将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丧失崇高的人生理想

和积极健康的奋斗目标，自然不会有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的动力。其次是宗教活动会占用学生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导致学生违反高校

考勤规定。再次，宗教教义与学校规定和世俗

法律规定的差异也会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秩

序，部分信教学生在面对宗教教义要求与学校

规定和国家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时，会援引宪

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导致高校在日常

管理上陷于被动。

３．降低大学生创新能力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

相结合，高等学校应当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而宗教渗透会导致学生创新能力的降低，影

响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马克思主义有关科学

和宗教的相关论述，有利于大学生拥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信念。科学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

科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理论前提，宗

教信仰则是以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宗教信

仰不是以真理作为依据，而是要求人们轻视理

性，甚至盲目顺从。因此，信教必然会扼杀大学

生的创造力，不利于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另外，信教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时，会

呈现出怀疑并否认自然规律的倾向性。宗教认

识论与科学认识论是根本对立的，这会给大学

生一种错误的信号，让他们形成错误的观念。

其结果是他们都不去学习，相信神会给予他们

一切。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很多信

仰宗教的学生对牛顿定律、物质不灭定律、能量

守恒定律、热力学定律等基本的科学规律都非

常抵触。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律与其所信仰的

鬼神万能说存在矛盾。信奉宗教对研究生的影

响更为明显。因为本科生面对考试的压力，不

得不学习科学知识。而研究生在科研的道路上

则更多的是依靠自我约束和自我创新，研究生

信仰宗教之后会逐渐丧失科学精神和独立思考

能力而沉溺于虚妄的鬼神幻象之中。这必然导

致其创新精神不足、科研能力下降。

　　三、加强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教育的对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在当下，信仰宗教已经成为

大学校园中无法否认而又必须应对的一个突出

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是还没有获

得自身或已经再度失去自身的人的自我意

识”［１６］３。也就是说，就世界观层面而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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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颠倒的世界意识”［１６］３；就历史观层面而言，

宗教是一种浸透着荒谬的唯心主义幻想的神创

论；就价值观层面而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

片”［１６］４。因此，对宗教的痴迷和信仰不仅会腐

蚀青年学生的心灵，而且会消磨其意志；不仅会

直接影响其学习成绩，而且会间接地影响其正

常的校园生活。对于目前高校存在的大学生信

教现象，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给予充分

的重视。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强对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

１．加强对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宗教与科学是一对矛盾，二者此消彼长。

宗教在高校的渗透和流行，必将导致大学生科

学精神缺失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降低；反之，具有

较强的科学精神能帮助学生抵御宗教思想的渗

透。因此，要消除宗教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高

校就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科学精神的教育和

培养。

首先，应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引导低

年级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通过他们对科研

的实际参与和对科学现象的直观体验来培养其

科学精神。目前高校都承担了大量的科研项

目。这些项目代表着当前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

方向。通过引导大学生参与科研，在科研活动

中学习、体验和验证科学规律，他们的科学精神

将逐步确立。其次，应开设科学讲坛。高校可

以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科研一线的学者来校举行

讲座，向学生讲述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某一领

域的最新发展状态和研究成果。这不仅可以开

拓学生的科学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而且有利

于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抵挡宗

教渗透。再次，应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撰写

学术论文。高校应引导大学生将自己对科学问

题的思考和研究整理成文字，争取公开发表。

这既能为其日后的升学和就业积累成果，又能

够提升其思想水准，培养科学精神。

２．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古代诸子百家的宗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中国古代最伟

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对宗教的态度非常明确：

一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二

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三是“子不语怪力乱

神”。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具有明确的唯

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

物之理”。即使被道教奉为名义创始人的老

子，本质上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以道

莅天下，其鬼不神”。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

对待宗教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基本

相同的理念。高校应向大学生大力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这既有助于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宗

教观，更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中国梦的认同。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

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增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关的内容，鼓励并帮助大学生学习和继承传统

文化。二是开设或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

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宗教观，又能

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和语言文字能力。三是在

大学生中开展读经典、诵经典活动。通过对先

秦诸子百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帮助大学生从中

获取知识、汲取养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正确的宗教观。

３．革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大学是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培养良好政治素质的主要场所。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教育的主阵地，担负着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生

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总

之，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不仅有利于大学

生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且有利于

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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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特点是年轻、思想活跃，对一切新

鲜事物充满好奇和兴趣。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

发展，大学生对信息与技术更加敏感且更加擅

长使用。因此，应当利用这一点，及时更新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技

术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互联网、微博、微信、ＱＱ等新媒体

已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媒介和工

具。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充分

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以扩大影

响范围。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得到在校大学生的高度

认可。

４．审慎地开设宗教课程

大学生信教原因各有不同。有些是在有宗

教信仰的家庭中长大，受到家族及周围环境的

影响，对某种宗教有着一定的认知和情感，故更

容易产生宗教信仰；有些是由于受到了对宗教

的非理性认识的误导；有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缘

于对宗教的神秘感和某种好奇心，加上青春期

特有的叛逆心理，极易被宗教宣传者的某一句

话触动。针对这些情况，应在大学中为大学生

开辟一条理性认识宗教的途径和渠道。

在多种思想文化交汇融合的今天，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不能单凭说教这一种教育方式。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

育，以帮助大学生解决信仰问题，提高其信仰标

准。教师应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对他

们的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

说服力和吸引力，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不

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另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高校应增加宗教

介绍与分析的内容，可以开设宗教选修课，就世

界主要宗教的发展历史、信教人员分布情况、主

要教义等向学生进行讲解。教师应通过这些课

程，引导学生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宗教、以科学的

精神分析宗教、以科学的态度回应宗教、以科学

的方式处理宗教。应采用小组辩论的方式组织

学生对宗教开展研讨，通过学生之间、学生与老

师之间的互动，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的面

目及本质。同时，教师应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宗教隐藏的负面内容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以增强对宗教渗透的抵抗力。

不过，宗教教育的内容一定要慎重，在授课

上，应处理好宗教教育与传教的区别。同时要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定期对

教师进行培训和考核，让其在选择宗教教育内

容时，更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另外，教师在课

堂上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时，

要注意例子的选择和自己的言辞，尽量公正客

观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使大学生自觉树立马

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宗教观。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形势中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不少国家因为宗教问

题发生战乱和动荡。高校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时亦要与时俱进，在注

重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的

基础上，加强对大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教育，宣传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和相应

的法律法规，以增强学生抵制宗教渗透的意识

和能力，增强他们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信念，为

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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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督导机制和奖惩机制。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
版社，２０１４．

［２］　李旭．中华经世圣典：从政·经商·观人·察世
·励智［Ｍ］．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
［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９２．

［４］　林碧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高校青年
教师师德建设理路［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５
（５）：６３．

［５］　王帅，肖文旭．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深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学［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６）：
７８．

［６］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
热点面对面·２０１３［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００．

［７］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论［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８１－１８２．

［８］　乔瑞华．新时期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因素及其培养途径［Ｊ］．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２０１４（９）：１３０．

·５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