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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廉洁观教育是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大学生廉洁意识的树立 !高尚人格

的塑造以及廉洁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从认知 !情感 !意志和行为四个方面对大学生廉洁

观教育现状进行调查表明: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廉洁意识 ,厌恶 !憎恨腐败现象 ,意志坚定以及能

够抵制不廉洁行为 ,但也有部分大_学生存在认知模糊 !对腐败现象比较认同 !意志薄弱以及思想和

行为不一致等问题 "因此 ,应该从个人 !家庭 !学校 !社会四个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廉洁观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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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观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念 , /是人们对廉洁从政 !廉洁从业 !清廉为人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 .,l1]"不同

的个体 ,因阅历 !性格 !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教育不同 ,具有不同的廉洁观 "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是培育高素质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工程 "自2005 年 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大学生廉洁教育 ,先后颁布了

5建立健全教育 !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6!5关于在大中小学开展廉洁教育试点工作

的意见 6!5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 6 !5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6等一系列

重要文件 ,对大学生廉洁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所谓大学生廉洁观 ,是指大学生对廉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基

本看法和态度 ,具体表现为认知 !情感 !意志和行为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相

互促进 ,认知是基础 ,情感是动力 ,意志是保障 ,行为是外在表现 "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王凌的 5当代大学生廉洁观调查 ) 基于 1799 份问卷的分析 6调查 ,依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及

廉政理论 ,编制了 5大学生廉洁观调查问卷 6"本研究以调查问卷为主 ,辅之以深度访谈 ,调查于 2012 年 6 月

在西安地区共发放问卷 3ro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00 份 ,回收率为 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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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对象主要选取西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5 所高校 ,即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政法大

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并按不同年级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在 300 名调查

对象中 ,从性别结构看 ,男生为 152 人 , 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50. 7% ,女生为 148 人 , 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49. 3% "

从年级分布看 ,大一学生为 74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24. 7% ,大二学生为 81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27 % ,大三学

生为 67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22. 3% ,大四学生为 59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19. 7% "从学生类别看 ,文科生为 174

人 , 占被调查总数的 58 % ,理科生为 126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42 % "从学生身份看 ,团员为 162 人 ,占被调查

人数的 54% ,预备党员为 54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18 % ,党员为 58 人 ,占被调查总数的 19. 3% ,群众为 26 人 ,

占被调查总数的 8.7 % "其中 ,当过学生干部的为 204 人 ,占被调查人数的 68% ,没当过学生干部的为 96 人 ,

占被调查总数的 32% "本次调查对象的特点是以团员和学生干部为主 ,性别 !年级 !类别分布均衡 ,基本上能

够反映大学生廉洁观教育的实际状况 "

二 !研究结果

(一 )认知现状

认知是廉洁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对道德行为具有定向作用 "开展大学生廉洁观方面的认知调查 ,是廉

洁教育的重要内容 "本文主要调查大学生对廉洁教育现状认知和廉洁教育形式认知两个方面 "

1.对廉洁教育现状的认知

在廉洁教育现状认知方面 ,设计了认知量表 ,主要从廉洁教育的特色 !形式 !民意 !成效 !全面性 !针对性 !

层次性等方面进行调查 "量表中的倾向程度从 1 到 7 依次递减 , 1为最强 ,7 为最弱 ,分数越高 ,说明程度越

弱 ,即 1 !2 !3 代表肯定态度 ,5 !6 !7 代表否定态度 ,4 代表中间立场 "从调查结果来看 ,选择最多的是 /4 0,即

代表中间立场 "所谓中间立场 ,是对某一问题的态度或看法不偏不倚 ,处于靠近中间的两边徘徊状态 ,立场

不鲜明 ,态度不明朗 "从统计数字来看 ,对廉洁教育的特色方面 38 %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1 .7% 的学生认

为特色不鲜明或无特色;形式方面 , 31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7% 的学生认为形式单一化 ;全面系统方

面 , 34.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7.1% 的学生认为不全面;针对性方面 , 33 .3%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3% 的学生认为针对性不强或无针对性 ;层次性方面 ,39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4 % 的学生认为层次不

分明;民意方面 ,36.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8.3% 的学生认为廉洁教育不得或很不得民心 ;成效方面 ,

36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累计 48 .3% 的学生认为成效不强或无成效 "可见 ,大学生对廉洁教育现状认知不

清 "问卷还就大学生对廉洁教育必要性的认知进行了调查 "据统计 , 33 % 的人认为 /很有必要 0, 45 .7% 的人认

为 /必要 0,即认为必要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78 .7% ,仅 1.7% 和 1% 的人认为 /比较不必要 0和 /很不必要 0"

这说明大学生思想道德基础较好 ,有着开展廉洁教育的强烈需求 "

2.对廉洁教育形式的认知

调查表明 , 91 .7% 的学生认为没有出版 5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 6,93 % 的学生认为没有开设廉洁教育课程 ,

97.3% 的学生认为没有成立廉政研究中心 ,73 .7% 的学生认为没有开展研讨会 ! 征文比赛 ,76 .3% 的学生认为

没有开展知识竞赛 !辩论大赛 , 73 % 的学生认为没有制作廉洁警句格言宣传牌 , 82 % 的学生认为没有邀请专

家作廉洁教育报告 , 86 % 的学生认为没有建立廉洁教育专题网站 ,93 % 的学生认为没有建立廉洁教育基地 ,

57. 7% 的学生认为没有观看影片和警示教育片 , 76 .7% 的学生认为没有开展廉洁书闷 !摄影展 , 94% 的学生认

为没有开展家庭促廉助廉活动 ,78. 7% 的学生认为没有树立廉洁教育榜样 , 84 % 的学生认为没有加强廉洁社

会实践 , 73 .3% 的学生认为没有利用校广播站 !电子屏以及校报刊物等载体进行定期宣传 "在这些教育形式

中 , 14% 的学生认为加强廉洁教育社会实践最为有效 , 8.7% 的人认为观看影片 !警示教育片最为有效 "这说明

大学生对教育形式认知不足 ,也证明了廉洁教育活动开展很少或较少 "

(二)情感态度

根据教育心理学的观点 , /道德情感是激发一个人道德行为的主要内部动力 0121 "从廉洁观形成来看 ,情

感能够促进并巩固认知 ,是廉洁认知转换为廉洁行为的推动力 "

1.对腐败现象的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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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 ,当前我国腐败领域出现民俗化倾向 ,这种倾向突出表现在 /人民相信腐败和与此相伴的情

感 .,t3] "也就是说 ,在腐败成为一种习惯 !风俗的前提下 ,人们对腐败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和共鸣 ,进而默许 !

宽容甚至参与腐败 "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社会上请客 !吃饭 !送礼等现象的态度 ,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 ,从选

择 /很不赞同 0和 /比较不赞同 0两项之和来看 , 42 .7 % 的学生选择不赞同 ,从选择 /很赞同 0和 /比较赞同 0两项

之和来看 , 16. 3% 的学生选择赞同 ,41 %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 "这说明大学生对社会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认

同 "有近一半左右的大学生对腐败现象能够发自内心地产生抵触情绪 ,然而 ,还有少部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

接受 !认可甚至践行腐败现象 "

2.对 日常生活中不廉洁行为的情感态度

围绕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设计了班干部的选举方式和奖学金的评选方式两道问题 "在班干部选举方式

的调查中 , 14 % 的学生认为 /很公正 0,43 .3% 的学生认为 /比较公正 0, 即认为公正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57 .3% ;9. 0% 的学生认为 /比较不公正 0"在奖学金的评选方式调查中 , 16% 的学生认为 /很透明 0, 39 .7% 的学
生认为 /比较透明 0,即认为透明的人数达到被调查人数的 55 .7% ;10% 的学生认为 /比较不透明 0, 4% 的学生

认为 /很不透明 0"

(三)意志表现

意志是认知 !情感的必然体现 ,是廉洁观形成的根本保障 "大学生唯有确立坚定的信仰 !崇高的志向和

顽强的意志 ,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 ,养成正确的廉洁观 "对于 /是否支持自己或父母因工作之事给单位

领导送礼 0的问题 ,选择 /很不支持 0和竖匕较不支持 0两项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37 % ,仅有 3.3% 和 10 .7 % 的

学生选择 /比较支持 0和 /很支持 0"对于社会上 /求人办事先送礼 0!/有钱能使鬼推磨 0等说法的调查表明 ,

18 .3% 的学生表示 /很反对 0, 26 .3% 的学生认为 /比较反对 0,两者相加 ,反对的人数达到 44 .7 % ;17 .7% 的学生

认为 /比较不反对 0, 2. 3% 的学生认为 /很不透明 0"多数大学生道德辨别力较强 ,能够辨清是非 ,明辨荣辱 ,抵

制腐败 "然而 ,还有少部分学生意志薄弱 ,已经受到腐败风气的影响 "

针对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就业问题所可能采取的价值取向 "在回答 /好工作的决定

因素 0这个问题时 ,选择 /真才实学 0 !/关系背景 0和 /良好机会 0这三项总和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25 .4% ,选

择 /真才实学 0!/关系背景 0和 /请客送礼 0这三项总和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13 % ,选择 /真才实学 0和 /良好

机会 0这两项总和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15.3% ,仅 11 % 的学生选择 /真才实学 0"这说明一些大学生在廉洁

观上意志不坚定 ,使得不良社会风气有了可乘之机 ,并对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产生影响 "

(四)行为方式

大学生的行为方式是其廉洁观的外在体现 ,也是衡量大学生廉洁观的重要标志 "问卷从参与廉洁教育

的积极性以及是否进行廉洁教育反思方面了解大学生的行为方式 "针对 /大学生在廉洁教育中的积极性 0的

问题 ,选择 /很积极 0和 /比较积极 0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20 % ,而从选择 /比较不积极 0和 /很不积极 0的人数

占被调查人数的 24. 7% ,同时 , 55 .3% 的学生持无所谓态度而选择 /一般 0"这表明大学生参与廉洁教育的积极

性还不高 ,在认知和行为上存在矛盾 ,知行不一 "在对自我廉洁教育进行反思方面 , 12% 的学生回答 /经常这

样 0, 37 .3% 的学生回答 /偶尔这样 0,46% 的学生回答 /有时这样 0,仅 4. 3% 的学生回答 /从不这样 0"这表明大

学生具有一定的廉洁意识 ,但廉洁观念不强 ,廉洁意识不高 ,在实践中自我教育不足 "

三 !分析探讨

(一)大学生廉洁观中存在的问题

1.认知 方 面

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廉洁意识 , 对于开展廉洁教育的必要性认知清楚 "在对教育形式的认知调查中 ,有

78 .7%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展廉洁教育 ,这说明大多数学生的思想道德基础较好 "然而 ,还有部分学生对廉

洁教育认知模糊 ,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廉洁教育特色不鲜明 !内容不全面 !针对性不强 !层次不分明 !不得民

心以及成效不强 , 有 1乃左右的学生对此持中间立场 "在调查问卷中列举的 巧 项关于廉洁教育的形式中 ,

70 % 一90 % 的学生认为所在学校没有开展或开展较少 "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廉洁教育现状了解不足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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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说明学校廉洁教育不到位 ,存在宣传力度不广 !执行力不强等问题 "

2.情感方面

调查显示 ,多数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对腐败现象具有抵触情绪 ,能够产生厌恶 !憎

恨 !反对等否定性情感 ,然而 ,还有少部分学生对腐败现象产生了认同和接受 "比如 ,对社会上请客吃饭 !送

礼现象的态度 , 42. 7% 的学生选择不赞同 , 16 .4 % 学生选择赞同 ,4 1%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而选择 /一般 0 "又如 ,

在班干部的选举中 , 57 .3% 的学生认为公正 , 14 % 的学生认为不公正 , 28 .7%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而选择 /一般 0"

3 .意志方面

调查显示 ,多数大学生在抵制腐败现象方面意志坚定 ,道德辨别力较强 ,能够胸怀宽广 !立志高远 !辨别

是非 !明确荣辱 ,不易受腐败现象影响 "然而 ,还有少部分学生意志薄弱 ,已经受到腐败风气的侵蚀 "例如 ,在

回答 /是否支持自己或父母因工作之事给单位领导送礼 0一题中 , 37 % 的学生选择不支持 , 14% 的学生选择支

持 ,而 49 % 的学生持中间立场而选择 /一般 0"这反映了一些大学生在廉洁观上立场不坚定 ,原则性不强 ,抵

制不廉洁的心理防线不牢 ,极易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同时 ,中间立场比例的增

大也说明了很多学生意志不坚定 ,处于犹豫 !徘徊期 ,是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争取的对象 "

4 .行为方式

教育心理学认为 ,行是知 !情 !意的外在表现和一般结果 ,是进一步强化巩固知 !情 !意的基础 "大学生的

行为方式是其廉洁观的外在体现 ,也是衡量大学生廉洁观的重要标志 "本次调查显示 ,部分大学生树立了较

为正确的廉洁观 ,然而还有部分学生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存在矛盾 !不协调 ,特别是在面对利益冲突时 ,仍然

抵制不住诱惑 ,出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现象 " 比如 ,在回答 /大学生在廉洁教育中的积极性 0这个问题时 ,

20% 的学生选择积极 ,24. 7% 的学生选择不积极 ,竟然 55 .3% 的学生持无所谓态度而选择 /一般 0"这说明部分

大学生廉洁观念不强 !廉洁情感淡漠 !廉洁意志薄弱 !价值取向扭曲 "

(二)原因分析

1.高校对大学生廉洁教育重视不够

高校是大学生廉洁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他们对廉洁教育的态度决定着廉洁教育的成效 "当前 ,

很多高校对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认识误区 ,即认为廉洁教育的对象是党政干部而不是学生 ,因而对大学生廉

洁教育不够重视 "即使一些高校开展了一定形式的教育活动 ,也只是为了迎合中央政策的要求 ,表现为 /回

应性 0 !/跟风式 0的宣传活动 ,实际教育意义不大 "同时 ,在实际教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教育者心口不一 ,

一边高谈廉洁教育的重要性 ,一边又践行着腐败的潜规则的现象 ,特别是在晋职 !选于 !评优等涉及自身利益
问题上更是如此 "这就致使学生的认知 !情感 !意志和行为之间产生矛盾 !冲突 ,对腐败现象缺乏理性分析和

思辨能力 ,是非不辨 ,荣辱不清 ,甚至一些学生把一些不正之风看作是社会本质 ,作出与公民道德规范相背离

的行为 "

2.家庭廉洁教育欠缺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意义深远 " 目前 ,许多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存在

/近视 0倾向 ,即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高官厚禄 !光宗耀祖 ,完全忽视了对孩子进行理想 !信念 !道德以及

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 "家长这种教子的狭隘意识将导致子女 /成功 0后继续追求虚荣 !/享乐人生 0,

进而可能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 "此外 ,还有些家长价值观念扭曲 ,总认为升学 !就业 !办事等必须遵从社会

/潜规则 0,千方百计找关系 !寻后门 ,再加上 /崇腐羡腐 0的社会心理和 /笑贫不笑贪 0的社会现象影响 , 其在

品质和行为上不能为子女作榜样 , 言行不一 , 无形之中弱化了对子女廉洁意识的培养 "141

3.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响

社会风气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外部控制 ,能够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 ,我们在取得市场经济稳步发展 !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社会风气 "主要表现在:

一是利欲熏心 !请客送礼 !拉关系 !走后门 "一些人信奉拜金主义的人生观 ,认为金钱万能论 ,为了个人利益 ,

可以唯利是图 !损人利己 !不择手段 "二是权力至上 !骄奢淫逸 !沽名钓誉 "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贪污腐

败 !权钱交易 !损公肥私 ,腐败大案 !窝案不断频发 "三是奢侈浪费 !攀比吃穿 !崇尚名牌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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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被丢掷脑后 "这些不良社会风气 ,不可避免地使学生丧失价值操守 ,不自觉地消极认同 !效仿和传播 "

4.大学生自我廉洁教育不足

大学生是廉洁教育的客体 ,是受教育者 ,他们对廉洁教育所持的态度 ,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效果 "如果他

们接受和认可了廉洁教育思想 ,就会积极配合 !主动参与 ,廉洁教育成效就会显著 "当前的大学生都是伴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人成长起来的 /90 后 0,他们从小生活在父母的过度关怀和精心呵护下 ,自我

意识较强 ,以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作为追求 目标 ,理想信念淡漠 ,逆反心理突出 "这就使得他们极易对自己

放松要求 ,对消极腐败现象表现出羡慕 !盲从 !效仿等心理 ,从而导致考试作弊 !选干行贿 !消费攀比等不廉洁

行为时有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发生了不廉洁行为 ,也很少有人进行反思 "

四 !对策建议

1.高校要重视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

大学生廉洁教育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的基础工程 ,要统筹规划 ,合理部署 ,稳步推进 ,实现廉洁教育的常

态化 !规范化 !制度化 , 才能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 使他们积极参与廉洁教育 , 树立正确的廉洁

观 "=习因此 ,高校要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重视大学生廉洁教育 "首先 ,要强化课堂教学 ,推进廉洁教育进教材 !

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 "要把教育内容纳人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去 ,设定具体的学时安排 ,

并要求教师能够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启发 !引导 ,及时澄清学生思想认识方面的困惑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廉

洁从业观 "其次 ,要强化实践锻炼 ,促进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有机结合 "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实践活动 ,比如学

雷锋 ,做志愿者 ,参观示范教育 !警示教育基地等 ,使他们深人了解社会 ,增强社会责任感 "再次 ,要创新形式 !

丰富载体 ,增强廉洁教育的吸引力 "除了利用讲座 !研讨会 !演讲 !知识竞赛等传统形式外 ,要尝试运用网络 !

手机短信 !微博 !微信等形式 ,向学生普及廉洁教育内容 "

2.家长要开展家庭廉洁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亲情维系 !道德养成 !文化价值观念传承的重要载体 "生活在家庭这个 /磁场 0中

的每一个社会成员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熏陶 "因此 ,家长要深刻认

识到家庭廉洁教育的作用 "一方面 ,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 ,树立科学的 /家教观 0,从为社会培养合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高度加强子女的道德教育 ,通过家风 !家训等教育形式 ,开展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

持家 !邻里团结等教育活动 ,引导他们逐步养成清正 !节俭 !自立 !自强等道德意识 ;另一方面 ,家长要树立榜

样 ,从 自身做起 , 自觉抵制各种不廉洁行为 ,通过 自身的人格魅力为子女树立楷模 ,从而引导子女养成廉洁习

J惯 "

3.社会要优化社会环境 ,净化社会风气

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陶冶情操 !愉悦身心 ,对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此 ,

要加强社会各行各业的廉政文化建设 ,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用丰富的教育内容 !新颖的教育

形式 ,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廉政文化建设中来 ,从而营造一种坚不可摧的廉政文化建设网络 ,用清正廉

洁 !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去抵制社会不良风气 ,激浊扬清 !惩恶扬善 ,为大学生廉洁观的培养创造条件 "

4.大学生要加强个人修养

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 ,是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学生要清醒

地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 自身做起 ,修身养德 ,崇尚廉洁 ,遵章守法 ,知行合一 "一是要主动学习 ,不

断提高对腐败现象的认识 ;二是要实践锻炼 "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对腐败现象的认知 ,通过内化 !接受 !认可 !

反思和体会 ,促进知 !情 !信 !意 !行诸心理要素辩证运动 !均衡发展 ,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三是要学会

自我反思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导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廉洁观 ,不断提升 自我道德修养 "同时 ,

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 ,并把这种理想和抱负落实到实践中去 ,以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 ,从我

做起 .严格要求 ,做到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监督 !自我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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