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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一元化和多元化、现代化和西

方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矛盾冲突与挑战，引起了大学生思想观念、文化价值

以及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宁夏大学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度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各个层面，积极创新研究载体，大力推进成果应用，切实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文化的

影响，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本次正式出版的《大学·责任·使命———宁夏大学 2014年思想政治研究

成果优秀文集》正是宁夏大学在思想政治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汇编。书中收

集的 30篇文章，是 33位来自教学、科研和管理一线的教师长期思考、精心研

究的重要成果，这些文章大多在校内或区内论文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也是

近年来我区高校思想政治领域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动展示。

“思想政治篇”中 16篇文章的作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绕“高校党建”、“大学生德育”、“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关节点，对包括少数民族预科生、本科生和研

究生在内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展开对策分析。这

些篇目中，既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析》《用传统文化的优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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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价值塑造我们的精神家园》《重塑青年主流价值观》等综论，又有《以史为镜

引导青年选择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路径》《美育与大学生人格培养———以宁

夏大学为例》《以志愿服务践行雷锋精神 将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常态化学雷锋活动纪实》等具体阐述。我们注意到，作者在

选题上，能够紧密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并以宁夏大学为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分析深入到位，对策科学可行，对于进一步开创高校思政工作新局面具有积

极的借鉴意义。

“廉政文化篇”中的 14篇专论，作者立足新时期高校廉政教育和反腐斗

争的客观需要，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重要建议。这些对

高校进一步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有效解决“四风”问题具有直接影响，对

推动校风、教风、学风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大学·责任·使命———宁夏大学 2014年思想政治研究成果优

秀文集》的出版发行，能对宁夏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及党

风廉政建设产生较高水平的引领、示范与带动作用，为深入推动宁夏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编者

201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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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树华，男，汉族，1971年 12月出生于宁夏青铜峡，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副教授，宁夏大

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宗教传播迅速。在中国，不仅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

和道教等传统宗教信众在不断增加，新兴宗教的信众也在增加。与此同时，各种宗

教在国内高校迅速升温，大学生信仰宗教呈悄然上升的趋势，尤其宁夏回族大学生

宗教信仰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民族观及国家

观，疏导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成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情况调查，分析大学生宗教信仰

的现状、成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以保证和谐校园的建设。

一、宁夏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总人数约有 2200万人，占全国总人数 13亿的 1.54%。他

们的思想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

此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宁夏的四个本科院校（包括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

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学生，四所院校共有学生 38000人（2009年 4月统计），共发

放问卷 1000份，收回 910份，问卷回收率为 91%，有效率 100%。其中回族占 80%，汉

族占 15%，其他民族占 5%；有宗教信仰的人占 90%，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占总数的

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宁夏大学生为例

马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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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住城市（镇）的占 35%，家住农村的占 65%；中共党员占 8%，共青团员占

80%，群众占 12%。抽样调查的学生涉及不同层次和专业，研究生占 10%，本科生占

80%，专科生占 4%，预科生占 6%；属于人文社科管理类占 25%；理工农医类占 55%；

体育、艺术类占 10%；其他专业占 10%。调查对象专业范围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宁夏地区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基本

现状。

（一）大学生能够用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论点上，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

历史根源，但宗教最终是要消亡的占 16%；认为宗教联系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占

41%；认为宗教问题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占 51%；认为如

果引导得当，宗教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占 46%。在这个多选问

题中，从最小比例和最多比例来看，凸显两个问题，一是 16%的人认为宗教最终会

消亡，而相对的绝大部分人认为宗教具有永恒性，不会消亡；二是有 51%的人认为

宗教问题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因素相互交织，这反映了大学生宗教观多

数趋于理性，能意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二）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呈多样性

当问及“大学生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时”，认为受民族传统影响和家庭因素影

响的分别占 68%和 66%；受宗教书刊、宗教影视和宗教物品等宗教文化影响的占

14%；受社会上各种宗教活动影响的占 14%；受学习、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压力

大的占 14%；遭受过人生挫折的占 9%；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的占 31%；追寻自

己信仰的占 29%；受境内外传教者影响的占 11%。可以看出，影响宁夏高校大学生

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族性、家庭环境的影响。宗教的民族性是指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的信

仰，带有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问题相依相连，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而宁

夏是回族聚居的地区，占人口 35%的回族基本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全民信教，所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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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因素在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方面影响深远。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宗教信仰

从小就开始的比例最高，小学前占 57%，小学阶段占 26%，中学阶段占 12%，专科阶段

占 0.3%，本科生阶段占 0.1%，随着大学生年龄的变化，加入宗教的人逐渐递减。这种

情况表明，由于受家庭和民族传统的影响，这些学生认为自己生来就信仰这种宗教，

宗教信仰与民族性融为一体，这与传统意义上皈信宗教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区别。

第二，信仰宗教的原因是内在心理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现代化进程

的日益加快，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失衡前所未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因精神贫

困、心里空虚、人格扭曲而感到不安、恐惧、危机、失落和孤独，都促使学生急切地想

改变现状、摆脱孤独，而宗教似乎为这部分学生提供了精神安息之所。在问及“日常

生活中如果涉及宗教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时”，回答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占 43%，

认为按照宗教教义教规的要求做的占 30%，认为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寻求庇佑与帮

助的占 15%，认为与个人利益相关联的占 12%。可见，无论是内心的好奇，或是对神

的敬畏感，或是寻求庇护，或是个人特殊利益的满足，皆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和

满足，这也反映了宗教根深蒂固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大学生活的特点在于它的松散性，即对家庭的感情依托弱化，而同学群体

中缺乏整体化，师生关系淡漠，使得学生缺乏归属感，而宗教吸引这些学生的另一个

原因就是宗教组织以“教友”或“共同信仰者”的名义，促使一部分学生信仰宗教，获

得归属感。同时，现代社会的迅速转型，也使得大学生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一情况，从

表一可以看出，大学生关注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学习、找到满意工作、人际关系。

可以看出，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生难免遇

到失落、孤独、悲观、无能为力等心理，这都为宗教浸染提供了可能的机会。

专业
学习

找到满
意工作

经济
压力

人际
关系

个人
情感

学校
发展

社会民
生问题

腐败
问题

第一位 42.63% 23.13% 3.94% 9.60% 5.05% 0.03% 2.42% 0.08%

第二位 13.64% 24.34% 8.69% 19.39% 12.12% 1.92% 1.92% 1.01%

第三位 0.92% 15.75% 10.10% 23.54% 15.66% 0.29% 0.64% 0.29%

表一 宁夏高校大学生主要关注的问题

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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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接触宗教的途径增多

与以往相比，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学生接触宗教的途径增多，除了传

统的宗教活动场所，如清真寺、教堂和庙宇等有形的宗教活动场所外，一些更具有

现代色彩的工具也成为宗教传播的手段，如宗教网络和书籍、宗教广播和电视以及

一些宗教团体有意识安排的各种诸如“研究会”、“学会”、“培训会”、“静修会”、“读

经班”等活动，无疑会吸引追求知识、敏感、好奇心强，但思想还不够成熟的青年大

学生，这一情况从表二中可窥见一斑。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宗教传播的各种方式中，总是有学生涉入。可见，与

其他信仰宗教群体不同的是，大学生更容易通过新方式感知宗教信息。其中有一部

分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探寻宗教的各种问题，涉及教义、教法以及宗教制度等，这

部分人尽管人数很少，但影响很大。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经常或偶尔“进入宗教活

动场所”和“参加临时性宗教聚会”的学生，在比例上超过了从来没有这种行为的

人，这说明除信仰宗教的学生有这种行为外，部分不信仰宗教的学生，也有机会和

可能接触宗教，势必对其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

（四）大学生对于我国宗教政策的态度正确

宁夏地处回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使各民族学生增加了对其他

项 目 经 常 偶 尔 从 不

参加宗教活动 6% 32% 59%

进入宗教活动场所 6% 45% 45%

参加临时性宗教聚会 6% 46% 48%

阅读宗教书籍 5% 18% 77%

浏览宗教网页 3% 6% 91%

参加宗教网络虚拟群体 3% 5% 92%

收听收看宗教广播电视 3% 5% 92%

与宗教界人士交流 15% 22% 63%

参加宗教团体组织的活动 2.6% 3.8% 93.5%

表二 宁夏高校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涉及宗教行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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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学生对我国的宗教政策的态度看，宗教信仰虽然是公民的个人私事，大部

分学生认同坚持国家的宗教政策，但对这些政策不了解或不明白的学生，也占相当

部分，同时，有极少数学生，占总数的 0.7%～2%的人，在对党的宗教政策方面，还持

相异的观点，因此，可以看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关于宗教方面的法

律规定，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在高校中，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绝不允许利用

宗教干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问题上，需要向学生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

（五）境外宗教传教对大学生的影响愈发明显

近年来，国外不少宗教团体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向大学生传播宗教，且呈上升

趋势。在此调查问卷中，当问及被调查学生“在校园内是否接触过传教或者开展宗

教活动的人”时，回答经常接触的占 3%，偶尔接触的占 33%，从未接触的占 63%。当

问及“若有人在校园内传教或开展宗教活动，你的态度是什么时”，回答“坚决反对，

加以阻止”的占 11%；回答“反对，但不阻止”的占 33%；表示“支持”的人占 15%；表

民族宗教文化的了解，加之长期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等民族观教育，使本

地大学生对其他民族的宗教表现出了尊重、理解的态度，对宗教信仰较为宽容。通

过调查，对于我国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为很好的占被调查人数的 70%，认

为不好的占 11%，认为无所谓的占 20%。同时，通过表三对这一问题的细化，也发现

少数大学生对我国的宗教政策不甚了解。

项 目 同意 不同意 说不清

既要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又要尊重公民不信仰宗
教的自由

61% 1.5% 37.5%

宗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86% 0.7% 13%

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63% 1% 36%

最大限度地把信教群众团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目标下

62% 0.8% 37.2%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干预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

83.6% 0.9% 15.5%

表三 宁夏高校学生对我国宗教政策的态度

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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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无所谓”的人占 42%。通过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调查，可以看出，大学里面确实

有各种宗教传教者存在，而且学校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处理这种传教的相关机制，使

得学生面对这种情况时，无所适从。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学生虽能理解宗教信仰自

由的政策，但是对这种“自由”度的把握，还很迷茫。

二、宁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传统宗教影响明显，尤其以伊斯兰教为主

在被调查的 990人中，信教学生占 30%。在 298名信教学生中，信仰伊斯兰教

的占70%；信仰佛教的占 17%；信仰基督教的占 10%；信仰天主教的占 0.1%；信仰道

教的占 0.1%；信仰其他宗教的占 0.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宁夏高校

学生生源主要来自西北民族地区，民族成分多样，但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信仰伊

斯兰教的有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十个民族。

（二）相比起其他宗教，大学生对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新兴宗教有新奇感

近年来，受西方影视作品及媒体的影响，在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似乎成为一种

时尚。如表四所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周围，教师或同学中或多或少信仰基督教，

这部分学生有可能在外教和留学生的影响下，接触或信仰基督教。

通过调查，认为基督教在大学生中发展很快，影响较大的占 5%；认为基督教有

一些发展，影响一般的占 19%；认为基督教没什么发展，没什么影响的占 19%；不了

解的占 58%。这种情况，反映了随着宁夏高校与外界联系的增多，基督教与其他新

表四 宁夏高校基督教基本情况调查表

项 目 很多 有一些 没有 不了解

你周围老师或同学中有无信仰基督教的 8.8% 32.2% 16% 43%

据你了解，学校内或学校周边有无老师或同学组织的基督教
聚会活动

3% 17% 25% 55%

据你了解，学校内有无外教或留学生宣传基督教的 3.3% 1.7% 3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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