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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获得了

，巨大的进展。根据党的十四大决策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工程正

在付诸实施。坚定地抓紧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全新的"、"探索性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

产党人义无反顾的抉择，也是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一捕。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文中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店，它不仅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而且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新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体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调整人们的利

益关系。这不仅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波动，而且很可能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

1 大学生中出现的种种现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多年封闭而又谧静的高等学府，再也不那么平静了，大学校园同社

会一样，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学生中的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社会分配不公，不学无术的人竟成"大款";毕业分配时，学习好的学生不如有后台的学生分配好，等

等。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极不平衡的心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学生缺乏学习动力p校园恋爱成风，电影、

录像不放过，跳舞更起劲。学生学习成绩逐年滑坡。如某校学生总数不足2000人，1991年补考400人次，1992年

1994-12-09收到U.

①江泽民《在中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机199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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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考500人次，93年补考近700人次。

有的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一遇挫折就悲观厌世。某校1993年一毕业生， 刚留校不久， 因生活上遇

到挫折而又得不到关心和帮助便跳楼自杀。他跳楼前写下留言‘穷居闹市无人间" 他周围的人也感到无法理
解， 实在可悲可叹!

有的学生缺乏法制观念。如某校一男生对某女生产生单相思， 当被拒绝后， 该男生竟用刀将某女生刺死，

然后逃之夭夭， 企图逃避法律对他的制裁.据有关资料统计， 近几年大学生犯罪率比往年有所上升.

西方思潮中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极端利己主义，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有些学生重索取

轻奉献、重个人轻集体、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 一切向钱看等等.如某重点大学， 同宿舍的学生若代买东西，

则要付1至2元的劳务费。该宿舍共有7人， 某周六晚上有二个学生回家、有2个学生外出， 宿舍只剩下3人， 宿舍

管理员突然通知要整理宿舍， 以便迎接卫生大检查。在这留下的3入中， 其中一个学生整理自己的东西后便一

走了之，另外的两个学生无可奈何地将宿舍进行了整理。事后， 这两个学生竟向回家和外出的学生每人收取了
20元的劳务费。这几位学生的所作所为，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些年来， 学生考试作弊像瘟疫一样流行着， 几乎各高校中都有发生， 然而却屡禁不止。

2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新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出现及影响， 不少大学生心态失去

平衡，出现了种种困惑。

大学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最关键时期， 尤其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青年

学生常处于矛盾和困惑， 迷惘和仿徨之中， 正渴望着正确的导向。

面对校园出现的种种现象， 虽然不是主流， 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更不能听之任之。高等院校要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J必须将德育放在首位、必须确立政治思想工作应有的地位。对青年学生要展开多

种形式的教育并加以正确引导。

然而， 这些年来， 政治思想工作在一片加强声中软弱了， 在齐抓共管的号召声中削弱了。相反， 却出现重智

育轻德育， 重业务轻政治的情况， 似乎"智"是硬指标， "德"是软指标。这些现象影响了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 对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极其不利的。

政治思想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耍手段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过程中， 政治思想教育不仅具有其应有的地位和真正的价值， 还将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

经验证明， 在高等院校， 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首先要制定一些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以便稳

定和健全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通过他们艰苦的劳动， 去教育和塑造青年学生且使他们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有用之才。否则， 思想政治工作将成为一句空话。

3 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要落到实处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使国家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为了这一目的，政治

思想工作必须落到实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高等院校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把

政治思想工作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身上， 而且要从以下几方面坚持不懈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3. 1 教育大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市场经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 创造精神和个性的发展。但市场经济又具有盲目性

和自发性等负面效应，容易滋长片面追求个人利益， 一切向钱看， 损人利己等错误思想。因此， 要教育大学生应

正确对待个人利益，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3.2 教育大学生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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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竞争，不仅是国内的竞争，而且是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要教育大学生建

立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民族意识， 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才能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3 教育大学生要具备高尚遭德情操和文明修弊

我国现有经济体制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体系，必然会存在各种道德观念，并经常相互撞击。必然会对大

学生产生一定影响。我国实行的全面改革和开放，给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但也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问

题。随着国际交流和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在一部分大学生中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

思想， 甚至在是非、美丑、善恶的评价上表现出扭曲性。因此，要把大学生教育成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文明修养

的人。

3.4 教育大学生树立法制观念

少数学生违反校纪、校规、甚至触犯国家刑律，受到学校的处分和司法部门的制裁。这种情况既反映出大

学生道德素质下降， 又说明了大学生遵纪守法观念淡薄。因而要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让他们树立

起遵纪守法的观念。这一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3.5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社会不正之风侵蚀到青年学生，就会扭曲他们的心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法

制经济。我们越是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越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和环境，越要靠真本事，本事就是知

识，知识就是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知识的价值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 要教育青

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纠正不正之风。青年学生要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刻苦

学习，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

3.6 "两课"教育要联系实际

目前， 各高等院校均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通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掌握科学的方法。并

以此观察社会、分析矛盾、处理问题。因此"两课"的教育应该加以改进。即理论灌输要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理论

教学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否则， 脱离了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两课"的教育就不会收到应有的教学效

果。对青年学生中的"热点"要敢于正视，而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4 寄希望于当代大学生

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当代大学生的分析和判断亦是如此。虽然大学生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优点仍占主导地位。当代大学生拥护改革开放政策， 知识面之广、信息量之大、思想之活

跃、自主意识之强是建国以来之最。因而， 对莘莘学子应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恰到

好处。

众所周知，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力较量， 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较量。正如邓小

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国家，因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

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摞的巨大优势是

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 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②当代大学生
又是跨世纪的一代。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对于培养人才摇篮的高校， 必须着眼于今天，同时

还要想到明天，更要展望于未来。这就是高等学府为培养合格人才的基本出发点。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杜鲁门的"和平演变"成为泡影。

②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