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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想人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指个体在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所追求的完美境界，

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找到支撑。同时新时代大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格对国家、社会和个体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完善教育体系、引导个人认知等途径塑造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培育新时代大学

生成为祖国的有用建设者、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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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al personali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erfect state that individuals pursue in terms of thought, morality, and behavior. It is the concen-
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in individuals. The shaping of the ideal person-
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an find support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etical doctrines, and the personality theor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Meanwhile, 
shaping a good person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an be 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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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way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guiding individual cognition, and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become useful build-
ers and pillars of the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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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想人格一般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倡导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完美人格形象，是

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关于做人的最高准则，体现出一定阶级成员做人的根本方向[1]。新时代大学生作为

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理想人格的塑造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和命运。助力新时代大学生形成良好健全的理想人格，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2. 理想人格塑造的理论依据 

探讨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深入理解其理论依据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想人格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的智慧；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格思想中我们可以

汲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见解。这些理论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提供

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支撑。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观点 

中华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与社会需求各异，理想

人格模式也丰富多样，其中儒家、道家观点尤为突出，奠定后世人格思想基础。 
儒家思想在传统人格理论中处核心地位，推崇“圣人”与“君子”人格。“圣人”是人格最高境

界，以“仁”为本，需爱人如己，践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但对常人而言难以企及。

于是，儒家提出“君子”人格供普通人追求。君子应胸怀宽厚、与人为善，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能。 
道家崇尚自然主义，追求自然无为的理想人格。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是宇宙最高法则，万物应顺

应自然、保持本真。其理想人格也遵从自然、无为而治，同样称“圣人”，却与儒家不同，道家的“圣

人”强调的是对任何事物都采取不干预、不强制的态度。 

2.2.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在近代，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理想人格”的概念，但他们的著作中蕴含了对理想人

格的深刻论述。他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这包括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

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为后来理想人格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时代大学

生理想人格塑造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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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此处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社会和个

人三方面。 

3.1. 为强国建设厚植栋梁之才 

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其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于国家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创新的推动者，将在未来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大学生更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新时代应该认清我国当前的

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通过不断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

自己的力量。大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他们的理想人格不仅体现了国家的精神风貌，也是提升国家软实

力和文化自信的关键环节。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 

3.2. 助力和谐社会稳固根基 

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塑造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具备高尚品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大学生群体，能够

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与文明程度，对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们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能够对他

人产生积极的感染与引导作用。因此，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育，促进其全面发展，是推动整

个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关键所在。理想人格的塑造更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个拥有共同

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大学生群体，将能够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推

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3.3. 成就精彩人生内在支撑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需要具备坚定的信仰和正确的价值判断以应对各种诱惑和挑战。

大学生可以在学习和实践中分辨真善美、假恶丑，从而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理想人格的培

育还能够端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大学生需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勇于面对挑

战和困难。通过理想人格的培育，大学生能够学会如何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

定，从而更加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理想人格的培育也能够使大学生明白是非对错，促进人格的

健全发展。现代社会信息的繁杂和多元使得大学生在认知上容易产生困惑和迷茫。通过理想人格的培育，

大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理性地思考和判断，如何辨别是非对错，从而避免受到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误导。 

4.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现实困境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深入剖析这些困境有助于我们准确把

握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从而为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提供现实依据。 

4.1. 社会环境的复杂挑战 

世界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冲击大学生价值

观。这些思潮强调个体自由与物质享受，易使大学生陷入极端个人主义误区，忽视集体利益与社会责任。

大学生思想观念尚未成熟，辨识能力弱，容易迷失方向，导致理想人格塑造偏离。并且当今社会中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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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大学生生活中，对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在由于不良风气侵蚀有形成功利化的人际交往观念和错误价值观的倾向，

过于注重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忽视内在品质和精神追求。这种功利化倾向不利于健康人格形成，与新

时代对青年一代的理想人格要求背道而驰。 

4.2. 教育体系的现存不足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与改革，但仍存在课程内容抽象、未充分结合学生实际

生活与思想需求，以及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导致学生认同感和参与度较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足，

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提升，进而影响理想人格塑造。理想人格塑造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但高

校实践教育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实践教育资源匮乏，部分学校缺乏足够实践基地和项目；实践教育组织

管理不规范，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实践效果难以保证；实践教育薄弱，使大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

为实际行动，无法在实践中锻炼综合素质，影响理想人格塑造。 

4.3. 个人认知的偏差问题 

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优势特长、性格特点等缺乏清晰认识，对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不够

明确。这种模糊性导致他们在面对选择时容易迷茫困惑，难以做出符合自身实际和长远发展的决策，影

响学习生活和理想人格塑造。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存在功利性的偏差，过于关注个人利益获取，忽视对

社会和他人的贡献。在选择专业、参加社团活动、规划职业发展等方面功利性导致的不良影响表现明显，

违背新时代对青年一代的理想人格要求，难以实现长远发展和人生价值。新时代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

对社会认识片面，可能更多关注负面现象，忽视主流价值观和积极方面。这种片面性容易导致对社会不

满和抱怨情绪，影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作为未来建设者的大学生需树立全面、客观、理性社会

认知才能肩负起时代使命。 

5.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路径 

新时代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优化解决现实困境的路

径，可以逐步塑造出具备高尚品德、扎实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大学生。同时，我们也需

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方法和途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5.1. 优化社会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现代网络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和信息渠道。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理念、

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同时网络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他们能够与

来自各种文化背景专业领域的人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开放、多元的网络环境为大学生

理想人格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给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育带来

了挑战。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各种信息，其中不乏虚假、错误甚至有害的内容。不良信息可能对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将大学生理想人格培育与网络使用联系起来，

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和信息辨别能力。 
高校方面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提高他们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信息保护能力。高校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理想人格培育活动，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

资源和交流机会。 
家庭氛围也是影响大学生理想人格培育的重要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大学生成长的第一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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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氛围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理想人格培育的效果。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具有不可

磨灭的意义。家长应该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品质，树立良好的家风家训，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积

极向上的家庭环境。 

5.2. 完善教育体系，强化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

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高校应进一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

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内容上注重贴近新时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与思想需

求，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具体的案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在教学方法上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青年一代的理

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3]高校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的同时也是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思想

保障。 
高校在实践教育上需要加强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拓宽实践教育渠道，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高校要加强与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让学生能够深入社会、了解

社会，在实践中锻炼能力、提升素质。高校通过强化实践教育环节引导大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

动，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促进其理想人格的塑造。 

5.3. 引导个人认知，提升自我修养 

新时代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引导他们关注

社会、关心他人，树立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践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作为引导，帮助大学生在个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从而促进其理想人格的形成。 
高校应该采用多种途径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和社会认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通过实践不断探索和发现自己，增强自我认知的清晰度。高校的自我认知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在面对各

种选择时能够做出符合自身实际和长远发展的决策，从而为理想人格的塑造奠定基础。通过增加形势与

政策教育课程来帮助学生了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状，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学生开展

社会调研活动，让他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全面客观地看待社会现象。正确的社会认知引导可以帮助

大学生树立全面、客观、理性的社会观念，增强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历史使命。 

6. 结语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新时

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更是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与个人幸福的必

然要求。全社会应共同努力，优化社会环境，完善教育体系，引导个人认知，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

条件。同时，大学生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提升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唯有如此，新时

代大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健全理想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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