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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计量等方法，统计分析了近十年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发文情况，从文献数量、

研究主题及主要内容揭示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现状，并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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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

面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也使当前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困惑，导致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信仰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等现象。这既是高校应该关注重视的问题，也

是社会关注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近十年（2002—2011 年 10 月）来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

录的有关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能够对该问题研究现状有大致的了

解，为推动我国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参考，为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一些

帮助。 
一、大学生信仰教育文献统计分析 

1.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利用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笔者选取“题名”为检索项，分别以

“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高校信仰教育”、“大学生信仰”、“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信仰”为检索词，对 2002—2010 年 10 月，近十年来有关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研究论文进行统

计分析，认真筛选之后，检索到 387 名作者在 209 种期刊上发表了 303 篇相关论文。详细数

据及发展趋势见表 1 和图 1。 
 

表 1  2002—2011 年 10 月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论文年代分布 

年份 论 文 数

（篇） 
百 分 比

（%） 

 年份 论 文 数

（篇） 
百 分 比

（%） 
2002 6 1.98 2007 23 7.59 
2003 5 1.65 2008 39 12.87 
2004 10 3.30 2009 47 15.51 
2005 14 4.62 2010 81 26.73 
2006 18 5.94 2011 6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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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11 年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论文年发文量曲线图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论文的发文趋势：2003 年略有回落，

但从 2003 年开始相关研究成果呈现逐年加速度增长态势，2010 年达到一个顶峰。2011 年截

止 10 月就已经有 60 篇论文发表。这种趋势与我国近年来大学生信仰状况紧密相关。反映出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全球化、信息化及市场化等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型构下，

一些大学生的精神缺失，甚至出现信仰失落或异化后的信仰危机状况，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 
2.论文作者数量统计分析 
自 2002 年到 2011 年，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论文的作者共有 387 人。通过对论文作者发

文量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以第一作者身份（或独立作者）发文一篇的作者有 365 人，占作

者总数 94.32%，此数据与洛特卡定律中生产一篇论文作者的比例（60.79%）的经典学科参

考值相差甚远。 
根据普赖斯定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数，至少为全部作者数 387 的平

方根（约 19）。通过对 303 篇论文的统计，发表 2 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即为大学生信仰教

育研究的核心作者，计 22 名，共发文 48 篇，远远低于普赖斯定律中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数占

该领域全部论文 303 的一半（约 151），仅占总数的 15.84%。同时，核心作者几乎全部来

自高校，而且绝大多数来自社科系或相关院系。这说明当前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还是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师生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核心作者中仅有梅萍一人来自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十大高校之一），核心作者普遍发文停留在 2 篇，最多者也不过是 4
篇。说明研究人员对该领域的研究不够深入，也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探索，自然也很难形

成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详见表 2。 
表 2  发文量 2 篇及以上的作者（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统计 

发文量 
（篇） 

作者数 
（名） 

所占比例 
（%） 

作  者 

4 1 0.26 赵志勇 
3 2 0.52 郭秀兰、欧彦麟 
2 19  蓝蔚、陈跃、梅萍、董艾辉、依里合木、柴秀梅、熊

英、谢成宇、曹熙利、李瑞民、傅开梅、蒋桂珍、刘

娜、华桦、肖欢、肖宗娟、张向飞、朱水龙、孙婉

1 365 94.32% 略 



                                     http://www.sinoss.net 

 - 3 -

3.论文期刊分布统计分析 
通过对来源期刊的统计分析，303 篇研究论文分别刊载于 209 种专业或非专业期刊。其

中，仅刊载 1篇论文的期刊有 156 种，占期刊总数的 74.64%。刊载 2 篇论文的期刊有 31 种，

占期刊总数的 14.83%。载文量在 3篇及以上的期刊有 22 种，占期刊总数的 10.53%。详见表

3。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核心期刊区所载论文量占总论文量的 1/3，即应为 101 篇。刊载 3

篇及以上的期刊载文量 85 篇，刊载 2篇及以上的期刊载文量 147 篇，由于 85 篇<101 篇<147

篇，因此，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核心期刊区应为刊载 2篇及以上的期刊。详见表 3。 

 表 3 载文量在 2 篇及以上的期刊统计 
载文量

（篇） 
期刊数 
（种） 

所占比例

（%） 
  期刊名 

9 1 0.48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6 1 0.48 学理论 

5 2 0.96 文教资料、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6 2.87 黑龙江高教研究、思想教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长

沙大学学报、成功(教育)、科技信息 
3 22 10.5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与职业、商业文化（学术版）、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教文汇(上半月)、零陵学院学报、内蒙古师

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人民论坛、新西部（下半月）、经营管

理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社科纵横 
2 31 14.83 知识经济、中国电力教育、中国成人教育、教育教学论坛、出国与

就业（就业版）、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政工研究动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学习月刊、北京教育（德育）、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经济与社会

发展、咸宁学院学报、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理论教育、湖北经济学

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黑龙江科技信息、网络财富、法制与

社会、甘肃科技、科技信息（学术研究）、才智、贵州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企业家天地（理论版）、和田师范专科学

校学报、理论界、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滨州师专学报、高教论坛 

从表 3 可以发现，核心期刊区的论文分布表现出很强集中效应，多刊登在教育类、政治

学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但专业核心期刊载文量不容乐观，载文量超过 2 篇的期刊仅

有 8 种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年版）收录，即《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黑

龙江高教研究》、《思想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与职业》、

《人民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中国成人教育》，占核心期刊区期刊总数的

12.70%，载文量为 29 篇，占核心期刊区期刊载文总量的 19.73%。上述 8 种核心期刊，其中，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

《教育与职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中国成人教育》为教育类核心期刊，《学

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研究》、《人民论坛》为政治学类核心期刊。 
4.论文主题统计分析 
通过对所检索到的 303 篇有关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方面论文简单地阅读与梳理，统计到

4 个比较集中的研究主题，论文总数达到 223 篇，占总数的 73.60%。分析该领域的主题有

助于深入了解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问题研究的现状，了解当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帮助。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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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研究主题分布 

序号 研究主题 论文数 
(篇) 

所占比例 
（%） 

1 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解读 55 18.15 
2 大学生信仰迷失或危机成因剖析 48 15.84 
3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26 14.52 
4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策研究 112 25.08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主题及主要内容 

1.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解读 
通过检索到有关大学生信仰现状的 55 篇论文的阅读，总结出：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

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部分存在信仰缺失、迷失，甚至信仰危机；目前大学生信仰呈现出

多样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信仰层次单一化的状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主流信仰与其他信仰

并存的局面，表现为信仰的多元化、非理性化、功利化与世俗化的特点。 
陈轶[1]认为目前部分大学生信仰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出现了“信仰危机”，陷入“信仰

困境”，主导信仰和多元化信仰并存，信仰的功利化与世俗化并存。 
干承武[2]指出当前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准则被打破，生

存和交往方式被改变，引发了人们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对大学生来说，信仰的偏差甚至

缺失已经显露。例如：信仰态度上的不坚定性，出现信仰真空；信仰对象上出现目标不明确

和目标太明确之间的矛盾；重视科学信仰，忽视道德信仰和人文精神。 

刘娜
[3]
分析“80、90 后”的青年大学生表现出鲜明的信仰新特点： 主体意识增强，“是

否信仰”、“信仰什么”、“如何信仰”等价值选择更倾向于从自我需要出发； 世俗化和

功利化倾向突出； 主流信仰与多样价值选择共有。 

崔翠利，余玉花
[4]
认为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也影响了大学生，主要表现为信仰的失

落、多元化、多变性与实用化的倾向。 

2.大学生信仰迷失或危机成因剖析 
通过对检索到的有关大学生信仰迷失或危机成因剖析的 48 篇论文的阅读与分析，可以

发现影响我国大学生信仰的因素非常复杂，造成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甚至出现信仰迷失或危机的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复杂变迁，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自我认知的深刻变化等。 

孟天财、朱丹丹
[5]
认为 80 后出生的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思维不够严谨，置身于当前风

险社会的大环境中，容易受外部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之后,对自己

原有的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直至全面抛弃。 

钟文渊[6]从五个方面剖析了当代大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①改革开放出现的新

情况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②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和教条的理解与宣扬；③国际社会

的剧变；④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改革政策不配套带来的严重的二律背反；⑤媒体的模糊导向；

⑥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我们不得不提及的又一因素。 
朱旭梅，章迪薇[7]认为当前大学生党员信仰危机的现状绝不是偶然的，它既与转型期的

社会环境、大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也有与高校的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有关，更与大学

生的自身因素有关。 
黄国琴[8]总结了造成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所动摇的原因：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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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挫折和资本主义的渗透是外部原因；②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根本原因；③党员干

部腐败现象是重要原因；④大学生自身认识模糊是直接原因。 
3.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大学生信仰出现危机、缺失、精神迷失现象，这些都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困境有着密切

的关系。造成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困境，既有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改革开放条件下

社会环境带来的多重影响，也有高等教育自身的原因，包括信仰教育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和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章秀英[9]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运行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逐渐显

示出我们传统的信仰教育苍白无力，并着重探讨了新时期大学生信仰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①社会实践运行对教育内容的挑战；②世界信息网络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挑战；③以人为本

的现代教育思想对重灌输轻人的实践本性的传统信仰教育的挑战；④重视物质享受轻视精神

食粮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对重视精神需求的信仰教育的挑战。 
王绍芳[10]尤为关注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挑

战：①网络的开放性使各种价值观、信仰在网络上可以自由交流，造成一些大学生信仰迷失

和蜕变；②网络文化的垄断性侵袭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③网络文化的非控制性挑战

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传统舆论环境。 

董艾辉，林慧岳
[11]

认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有以下几个障碍:①对马克思的社会

主义理论认识不清；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认识不够；③对当代资本主

义的新变化认识不科学；④对苏东解体原因认识不深刻等。 

尤建国
[12]

分析了多元宗教信仰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冲击，分析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困

境：①宗教文化热客观上造成高校信仰教育主体的分流；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东西方各

种宗教在高校得以传播，大学生信仰出现多元化趋势；③宗教的特点、传播方式对信徒极具

吸引力，对大学生信仰的传统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 

4.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策研究 

 江泽民曾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

希望。”[13]因此，对于当代大学生，我们必须加强引导，进行科学的信仰教育，克服信仰

教育的现实困境。强化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单靠一种方法是不行的，必须从多方面

入手。 
  陈燕锋[14]认为大学生信仰教育应当遵循“懂、信、行”三步骤原理，结合实际开展对

大学生的信仰教育。懂是基础，是前提；信是内化、升华，既懂且信，信仰乃成；行是结果，

是目的，是关键，是信仰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刘素娟，黄国昌[15]从六个方面阐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思路与对策：①注重信仰教育和

知识教育的结合；②激发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的同时，切实提高其信仰选择的能力；

③要注意信仰教育的层次性，把思想教育与理论教育结合起来；④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是

一劳永逸的，要不断与时俱进；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功是大学生坚定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前提；⑥社会环境的净化有助于信仰教育效果的巩固。 
  王学俭，李东坡[16]指出当前信仰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信仰教育实施过程中的自我

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才能化解信仰教育的矛盾，这需要实现信仰

教育本身的科学化，教育者教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受教育者自身学习选择的主动化。 
  颜吾佴，荆学民[17]认为忽略信仰本身的本质及特点而盲目施教是信仰教育难以达到较

好效果的内在原因，因此，大学生信仰教育应①从理论上区分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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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信仰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确立信仰教育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方法；②从理

论上搞清楚信仰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确立信仰教育的“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相结

合的方法；③从理论上讲清信仰的政治性与公众性的关系，确立信仰教育的政治性与公众性

相结合的方法。 
  熊洁，张爱林[18]提出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工作，重点：①建立层次性和发展性的信仰

教育目标体系；②发展规模化和网络化信仰教育模式；③确立科学性和人文性的信仰教育内

容；④探究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信仰教育方式；⑤强化高校教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难点：①如何结合大学生身心成长特点、生活阅历进行信仰教育；②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多元

文化中进行信仰选择；③如何恰当运用社会正负面现实进行信仰教育；④如何把握信仰教育

中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关系。 
三、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分析 
    通过本文所有统计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研究主题集中 
  近十年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解读、大学

生信仰迷失或危机成因剖析、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和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策研

究，占统计内容的 73.60%。尤其是关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策分析的论文最多，占了总载

文量的 25.08%，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了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从多方面

出谋划策帮助大学生形成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抵消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价值观的负面影

响。 
  2.研究范围非常广泛 
  通过对所统计的 303 篇相关论文的阅读，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以

下多个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教育、理工科青年大学生信仰问题、三本院校大学生信仰

教育、高职院校大学生信仰教育、兵团大学生信仰教育、信仰教育载体、信仰教育机制、信

仰教育体系创新、信仰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的基本规律、90 后大学生信仰

问题、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心理、大学生党员信仰问题、信仰教育生活化思考等。 
   3.研究内容宽泛、重复 
    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相似度高，主要围绕着信仰现状、成因和教育对策等，

而且许多论文都在重复概论，观点也大致相似。有的只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突出这个，弱

化那个，要么是文章结构挪移，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创新点，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4.实证研究缺乏 
学者在对大学生信仰现状分析中，多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统计到 40

篇论文，占总数的 13.20%。但关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策研究方面侧重于认识论，没有数

据支撑，没有定量分析，抽象地进行没有经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论思考，显然这样的缺少证据

的研究论文，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5.对国外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极少 

    目前在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中，虽然国内外所坚持的价值观、信仰不一，但在教育方式、

方法等方面应该存在可借鉴的地方。例如信仰教育的生活化思考、西方宗教传播方式中的可

取之处等。然而，所统计论文的作者们很少有人对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信仰教育进行研

究，即使与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比较性研究，更多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价值观

对我国大学生信仰的侵蚀。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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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的信仰需求已经觉醒，信仰争夺战已经开始。青年是各种信仰争夺的对象。”
[19]青年大学生既是社会的明天，又是社会的今天，他们的信仰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直面当前大学生中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加强

该领域的研究，尤其是信仰教育的实证研究和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大信仰

教育观，应对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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