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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实证调查及其分析

张承安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课题组选取湖南省内９８５大学、２１１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一般大学和职业学院等不同层次的中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怀化学院、湖南对外贸易职业学院、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七所大

学（含学院）的６５０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具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有８９人，占调查对象总人数１５．０８％。可

见，大学生宗教信仰不可回避。高校应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把握宗教本质；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大学生宗教信仰；应当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突出人文关怀，开展大学生宗教信仰

教育；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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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背景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主持卓新平、牟钟鉴教授

主讲的以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为主题

的中央政治 局 集 体 学 习 时，胡 锦 涛 总 书 记 曾 指 出：

“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

的和谐。”“要 坚 持 政 治 上 团 结 合 作、信 仰 上 互 相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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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坚持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对大学生宗 教 信 仰 研 究 尚 未 引 起 高 度 重 视。２１世

纪初，青年“宗 教 热”问 题 开 始 纳 入 学 者 视 野（李 素

菊、刘绮菲），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探究和分析开始

活跃，但偏于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

的研究，在大学生宗教信仰和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上没有介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大学生的成长关系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价值

取向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大学生群体

的宗教信仰状况攸关民族和国家未来。本研究课题

着重探讨大学生宗教信仰和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

问题，以利寻求解决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之策，引领

大学生选择正确人生、树立科学信仰。作为阶段性

成果之一，我们对湖南省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统计调

查结果在这里呈现。

（一）调研方法

选取湖南省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怀化学院、湖南对外贸易职业

学院、湖 南 生 物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共 七 所 大 学 的

６５０名大学生（性 别、户 籍、专 业、年 级 兼 顾）。七 所

大学中有９８５大 学、２１１大 学、省 属 重 点 大 学、省 属

一般大学和职业学院等不同层次，具有代表性。采

取不记名的问卷调查形式进行调研，主要在学生活

动场所采取随机发放，如图书馆、寝室、草坪、篮球场

等。问卷回收６３３份，剔除无效问卷４３份，有效问

卷共５９０份，其中表达具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有８９
人，占总人数１５．０８％。被 调 查 者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表

１、表２。

表１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人）

性别

男 女

户籍

城市 农村

专业

工科 理科 文科 艺术科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２９３　 ２９７　 ２１２　 ３７８　 １５６　 ２０２　 １７６　 ４７　 ２００　 １４９　 ５２　 １８９

表２　被调查者中具有宗教信仰者的基本信息（人）

性别

男 女

户籍

城市 农村

专业

工科 理科 文科 艺术科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５１　 ３８　 ２３　 ６６　 １０　 ３６　 １２　 １２　 ２０　 ４３　 １９　 ７

　　（二）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本次调研方法主要为社会调查法（问卷）、文献

研究、逻辑分 析 法 等，运 用ＥＸＣＥＬ进 行 数 据 录 入、

数据管理、统计分析。

（１）图表分析

通过直方图，曲线图等图表分析的方式简单直

观的分析出当代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进而分析

可行性方案。

（２）方差分析

１．单因素方差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方差分析时对数据格式有特殊的

要求，不能使用列表格式，而应使用一种特殊的表格

形式：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因素的不同水平作为表

格的列（或行），在不同水平下的重复次数作为行（或

列）；在双因素方差分析时以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作

为列，以另 一 个 因 素 以 及 试 验 的 重 复 次 数 作 为 行。

这种设计使得Ｅｘｃｅｌ能进行两个因素的方差分析。

２．Ｆ－检验 双样本方差分析

通过对平均数、方差、观测值、ｄｆ、Ｆ、Ｐ（Ｆ＜＝

ｆ）单尾、Ｆ 单尾临界等参数的统计进一步得出样本

之间的差异，从而分析数据的变化情况。

调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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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研结果

（一）当代大学生对宗教是否认同

从表３中 可 得 出，绝 大 多 数 调 查 者 认 同 宗 教。

据调查了解到，超过一半大学生接受到了宗教在文

化上的影响，其比重达到５２．２１％。

表３　被调查者对宗教是否认同的调查结果

态度 人数 总比例均值 总人数均值

否 １７３　 ２９．３４％ ２４．７１４２９

是 ４１４　 ７０．１６％ ５９．１４２８６

（二）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分布状况

在我们调查的大学生中，１７．８％表示有皈依某

种宗教的想法，他们选择的宗教具体分布状况如图

１。从下图我们得到，有皈依宗教想法的当代大学生

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４７％想皈依佛教，其中的

原因与他们家庭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西

方文化的入侵，基督教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基督教

的影响在大学生中逐渐增大，２０％有皈依基督教的

想法。同时，在调查“是否参加过宗教活动”中，表示

“偶尔参加 过”占１４．７％，“定 期 参 加”２．０％，可 见，

宗教活动成了部分大学生的日常活动，由于同龄人

有相同的心境和际遇，这样使其更容易接受直至皈

依宗教。从“参 加 宗 教 活 动 的 目 的”的 调 查 情 况 来

看，出于“好奇”占总调查者的３６．４％ ，“学习宗教知

识”占２０．０％ ，“表达信仰”１８．３％，“兴趣爱好”１３．

３％ ，“求神的庇佑”８．２％“服 从 权 威”３．８％。由 于

对宗教充满神秘感，驱使着充满求知欲的大学生接

触宗教。

图１　大学生宗教信仰者的分布

（三）当代大学生对宗教本质的认识

高等学校是进行无神论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

阵地。树立无神论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人

生观、世界观的塑造极为重要。而在我们的调查中，

有９１人相信鬼 或 者 神 灵，１３０人 相 信 灵 魂 不 死，从

表中发现一些大学生更注重宗教信仰，而神灵崇拜

处于次要，说明宗教已是影响大学生超自然信仰的

主要因素。将 近３０％的 调 查 者 对 超 自 然 现 象 不 确

定的选择，说明了大学生无神论的理念还比较模糊，

这部分人容易走向对“上帝”“神灵”等超自然力量的

崇拜。

同时，我们在对“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调查中，高

达４８．３％大学生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选择

“利弊同时存 在”占３８％ ，选 择“高 尚 的 精 神 活 动”

“精神鸦片”各占９．５％、３．９％。这些数据显示，当

代大学生把握不住宗教的本质，仍停留在感性阶段

的认知，缺乏理性的思考。对“宗教本质是什么”有

１３．８５％的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也透露出他们对

宗教本质认识模糊现状，一旦宗教活动对他们的生

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时，这一部分人就成为了可能信

仰宗教的潜在人群。

从观测数上看，针对７所大学的学生对邪教本

质问题认识（“迷信和敛财”、“反政府”、“反人类”）的

统计，大学生对邪教本质的认识依均值大小排序为

迷信和敛 财、反 人 类、反 政 府。５４．７％大 学 生 选 择

“迷信和敛财”，２４．６％大 学 生 选 择“反 人 类”，２１．

７％大学生选择“反政府”。根据以往的调查，正确认

识邪教本质的人群有所增加。从方差计算中可以看

出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准确掌握邪教本质。

（四）“人生是否需要宗教信仰”的调查

在“人生是 否 需 要 宗 教 信 仰”的 调 查 中，有２２．

５％的大学生 认 为 宗 教 信 仰 是 必 须 的，６５．７％表 示

“可有可无”，只有１１．５％表示不需要。这两组数据

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当代大学生存在着信仰危机。

表４　　

选项 总人数 总比例均值 总人数均值

不需要 ６９　 １１．５１％ ９．８５７１４３

需要 １３５　 ２２．４５％ １９．２８５７１

可有可无 ３８４　 ６５．７４％ ５４．８５７１４

（五）当代大学生对他人宗教信仰的态度

以７所大学作为样本，在对待具有宗教信仰的

人的态度上，大学生的整体还是正确的：８１％大学生

表示尊重个人信仰，１５％保持中立态度，另有３％表

示不能认同，１％不尊重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综上可

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待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总 体 持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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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态度，但对于部分反对，不认同现象却没有明确的

界定。见图２。

图２　当代大学生对宗教信仰者态度调查结果

（六）宗教与党内信仰建设

在“宗教 与 马 列 主 义、共 产 主 义 之 间 是 否 有 矛

盾”问题上对２个观测值总结出来的方差为４８０５０，

均值为２５２，表 明 调 查 者 对 于“宗 教 与 马 列 主 义、共

产主义之间是否有矛盾”问题的理解较为明确；在共

青团员与共产党员是否可以信仰宗教问题上对３个

观测值总结出来的方差为７９８７，均值为１７９，表明对

于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是否可以信仰宗教问题的认

识较为模糊，说明部分大学生缺乏对该问题的主观

明确认识。

表５　 宗教与党内信仰建设的调查结果

Ｆ－检验 双样

本方差分析

宗教与马列主义、共产主

义之间是否有矛盾

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

是否可以信仰宗教

平均 ２５２　 １７９

方差 ４８０５０　 ７９８７

观测值 ２　 ３

ｄｆ　 １　 ２

Ｆ　 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４２

Ｐ（Ｆ＜＝ｆ）单尾 ０．１３３６８６０７７

Ｆ单尾临界 ０．００５０１２５３１

能否准确区分宗教与科学是树立正确世界观的

基础。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还无法把握住宗教与科

学的区别（３７．５％ 认 为“互 通 有 无，没 有 矛 盾”，３３．

７％ “说 不 清”），有５．４％的 调 查 者 认 为“宗 教 即 科

学”，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会阻碍大学生塑造健康的科

学观。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大学生对科学的探

索成为当前思想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

图３　大学生对宗教与科学区别的调查结果

（七）大学生对高校宣传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态

度

对当前高校宣传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发挥作

用的调查结果不容乐观，仅有３．４％的被 调 查 者 表

示宣传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很到位，认

为很不到位的达到总人数的４０．７％，不够到位的占

３４．１％，基本到 位 只 有２１．５％。在“高 校 开 设 宗 教

学选修课对大学生有何影响”的调查中，认为“有助

于学生认识 宗 教 的 本 质，正 确 选 择 自 己 的 信 仰”占

５６．９％，“对自身信仰没有影响”１７．６％，“如果主讲

老师自己信仰，可能导致部分学生信仰”１４．６％，“宗
教学就是关于如何信仰宗教的学问，因此开设宗教

学课程就是传 教”占 总 人 数１０．５％，这 其 中 不 乏 很

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错误认识，一方面教育工作者

存在着一定的教育方法问题，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没

有正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原因都使得宗

教教育在高校难以正常开展。

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是大学生的首选，表

示“在和谐社会的条件下，宗教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建

设同步发展”达到一半，构建两者的和谐是我国现阶

段处理宗教问题的首要任务，唯有让宗教信仰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才能够真正地达到和谐社会；表示”批
判地继承”有２０．８％，宗教文化灿烂，值得当代大学

生汲取其中精华；表示“在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条

件下，宗教的发展不容乐观”、“以其深厚的根基，不

断健康的发展”各占１２．０％、１１．０％。

　　三、调研总结

（一）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利与弊

宗教是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现象，是社会整体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宗教对于社会精神

文化特别是信教群体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①

１．宗教信仰对大学生成长的有利作用

（１）在道德培养方面，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有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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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义、教规，都对信徒在道德和行为规范上有一定

的约束力和控制力。
（２）在树立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宗教对于人生

价值有着独到的解释，他们总是将人生放于崇高的

道德之下，提倡热爱生命，关爱自然。
（３）在心理调节方面，宗教有着天然的精神慰藉

功能。

２．宗教信仰对大学生成长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对人类社会的意

义有着辩证的两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正视宗教

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具有自身的特

点，是人民内部思想信仰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同时也

关系到政治问题。
（１）容易形成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２）容易形成不健康的道德观念。
（３）容易形成不科学的方法论。
（二）大学生宗教信仰引领路径

引领大学生宗教信仰，使大学生宗教信仰与社

会主义社会 相 适 应，必 须 有 切 实 可 行 的 路 径 选 择。

宗教信仰不可回避，帮助大学生认清宗教的本质，引
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是正确应对大学生宗教信

仰的前提。在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的基础上，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宗教信仰是符合时

代要求和现实条件的。

１．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把握宗教本质

大学生是充满活力、求知欲和好奇心旺盛的群

体，对各种思潮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对发展迅速的宗

教自然也不可避免的会想去接触。与其让大学生自

己寻找各种可能不正确的途径去了解宗教，不如由

承担教育责任的高等院校通过正规的途径进行宗教

知识的教授，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

２．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

生宗教信仰

２００６年中国共 产 党 的 十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在 分 析

新时期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任务。２００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

入报告中。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提出要切实“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

觉追求，并且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３．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想教育和信念

教育

这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树立马克思

主义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正确引导大学生科学合理

地对待宗教问题，强化“两课”教育中理想和信念教

育是重中之重。调查显示，大学生理想与信念的缺

失是他们倾向宗教的重要原因。对大学生信仰宗教

问题，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立场，承认宗教

对于稳定社会、安抚心灵的积极作用，承认我国现阶

段的宗教文化是社会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尊

重大学生的宗教选择不仅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要求，

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规范。对大学信仰宗教

问题应疏，不应堵。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马 克 思 主 义 宗 教 观，塑 造“追 本、达 善、向

美”的科学信仰，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我国

大学生的信仰教育是指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其主要内容是“四信”：即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②

４．突出人文关怀，开展大学生宗教信仰教育

宗教的人文关怀是建立在自己得到解脱和救赎

基础上的“利己”关怀，是在宗教神灵论和来世论基

础上的“以人为本”。现 在 社 会 竞 争 日 益 激 烈，大 学

生都有一定的压力，他们越来越需要人文关怀对心

灵进行抚慰。高校教育工作者应以学生的需求为中

心开展工作，尊重大学生宗教信仰，开展校园文化活

动，引导大学生注重实践，注重现实，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开展心理咨询，开展宗教知识讲座。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是现今我国建设发展的总体方针，它
体现了对于人的尊重和关怀，在社会各个领域，坚持

以人为本是工作取得成果和支持的保证。

５．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宗教观

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状态总体上是健

康的，但不可否认，当代青年有的崇拜的偶像不是英

模人物而是企业老板、影视体育明星；有的追求的不

是理想信念、政治荣誉而是物质利益；有的信仰的不

是组织而是关系和金钱。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随着文化多元化步伐的加快，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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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生活中来，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

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信仰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精神

支柱和行动 指 南，③ 而 宗 教 信 仰 作 为 部 分 大 学 生 社

会价值、人生价值的定向机制普遍存在于大学校园

里，支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

现实社会正处于激荡的改革中，出现了价值错

位、道德紊乱的严重问题。大学时期是个人道德体

系重建的重要过程。大学生逐步接触到社会上的各

种现象，经常会感受到道德感的丧失。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是解决社会道德规范缺失的重要措施。

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具有科学性，又着

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

对现实问题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的指导实际生活。

［注释］

①李素菊，《青年与“宗教热”》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版。

② 喻跃龙，何志军主编《信 仰·信 念·信 心·信 任》［Ｍ］．中 南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页。

③ 袁景《浅谈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原因和荣辱价值观的重构》，见

于《经营管理者》２００９年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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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此类兼以色艺侍人之“饮妓”行业形成的另一源头当为“女闾”。

② 据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４１８页），武宗灭佛后只恢复

了菩提寺，更名为保唐寺。

③ 据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６４页）常

乐坊中有被误称为“虾 蟆 陵”的 疑 为 董 仲 舒 墓 的 土 丘。亦 有 认 为 此

“虾蟆陵”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因靠近曲江，故形成“娱乐区”，也可

说通。然无论“虾蟆陵”在常乐坊或曲江 附 近，皆 可 说 明 其 时 平 康 坊

之北里非长安城中唯一的市井妓聚居区。

④ 此“坊市乐人”可理解为街坊市井乐人，亦可理解为教坊和市井乐

人。而无论何种理解，皆可说明京兆府 在 官 宴 时 已 开 始 雇 佣 市 井 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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