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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生价值观的调查研究 

李世琼 
(重庆交通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0042) 

摘要：以人生价值目标、人生价值手段、人生价值评价等为基本切八点对338名高职院校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进行了抽样调 

查．井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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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Suggestions on Life Values of Students 

from Higher Occupation Technical Institute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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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价值包括人生价值目标、人生价值手段、人生价值 

评价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层面，在个体价值 

观体系中，它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总的价值取向，对价值观 

系统中其他价值观起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高职院校学生 

(简称为高职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并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 

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采取正确的方式去追求科 

学的、高尚的人生目标。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探讨高职生人生价值观的特点。我们采用了西南师 

范大学黄希庭教授编制的“大学生需要种类调查表”和自制 

的人生价值观调查问卷，对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重庆交 

通学院、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学校的5(D名高职生 

进行调查。收回有效同卷438份，有效率为87．6％。其中男生 

259人。女生 179人 ；三校生(职高毕业、技校毕业、中专毕业 

升人高职的学生)134人，昔高生(普通高中毕业升人高职的 

学生)3O4人；文科108人，理工科330人；来自于城镇 269人， 

来自于农村149人。问卷调查后，我们还与部分教师和学生 

进行了交谈，以使调查情况更加准确。 

一

、离职生人生价值观的特点 

(一)人生价值 目标 

人生价值目标是指人们思考、确定井追求的对人生具有 

重要意义的目标。它主要回答的问题是： 人为什么活着”，它 

是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并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之中． 

成为一定行为活动的动因。人生价值观的进步与落后、高尚 

与渺小，根本上取决于人生价值目标的不同。下面我们将从 

需求取向、目标选择、时间取向、择业动机取向四个方面来分 

析高职生人生追求的特点。 

需求取向 需求反映的是人对一定客观事物的渴求和 

欲望．它是人从事活动的动力源泉。一定的需求取向是人生 

价值目标在空间上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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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了高职生的l＆种需要．即维持生存的需要、物 

质享受的需要、性的需要、秩序的需要、躲避伤害的需要、躲 

避羞辱的需要、友情的需要、求援的需要、归属的需要、成就 

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权力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美的 

需要、发展俸力的需要、助人的需要、建树的需要、奉献的需 

要。要求被试者对 l8种需要进行等级评定排序，即最重要填 

1、次要的填2、依次类推，最不重要的填上18(表 1)。 

襄 l 商职生对 18种需要评定的结果(N=蝴 ) 

由表 1可见．高职生需要的前4位依次为求知的需要、维 

持生存的需要、成就的需要、友情的需要。位于最后4位的 

依次(从最弱到次弱)为：助人的需要、躲避羞辱的需要、权力 

的需要、性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占第一位说明就整体而言， 

高职生能在思想上确认学习和知识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当前 

的根本任务是学习知识。把生存需要放在第二位，结台交谈 

分折，除了体现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这一井性之 

外．还表明高职生对自己的生存前景感到担忧(主要是对自 

己的定位不清楚和对毕业后的去向担忧)。高职生既处于青 

年前期．好胜心强，叉比其他大学生的起点低，同时社会市场 

经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在客观上增强了青年成才的 

需求，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取得成就，获得成功以显示自己的 

才华．因此高职生对成就的需要强烈，位居第三(从另一调查 

也得知有68％的人都希望成为某方面的名人)。高职生离开 

家庭到一个薪环境学习、生活，友情的需要占有重要的地位 

(居于第四)，这反映了高职生一方面能认识到和谐的人际关 

系是事业成功必不少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今社 

会中人际关系的玲暖、炎凉促使他们渴望人 间真情的心态。 

高职生把助人的需要列为最不重要的需要，把奉献的需要作 

为不重要的需要．表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大削弱，这应该 

引起找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分析可得，高职生的需要 

具有如下特征 ： 

第一，需要取向相互冲突和矛盾。高职生追求友情而摒 

弃奉献和助人L渴求知识却不认真、不刻苦学习知识(从另一 

调查表明)。他们一方面把对友情需要作为重要需要．另一 

方面把乐于助人的需要列为最不重要的需要，把对奉献的需 

要列为不重要的需要范围。可见，需求取向出现混乱现象。 

第二，在学习上，知行不协调现象严重。高职生把求知 

需求排在 l8种需要的首位，首选率为30 6％。这说明高职生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从奉调查问卷中的“体感到目前最重 

要而又十分缺乏的是什么”一问中也能得到证明，有 24．4％ 

的学生回答的是“知识 。位居该问题选项的第一位 可见高 

职生在认知上肯定追求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渴望获得知 

识、具有发现问腰、分析和解决同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学习 

的刻苦性(即学习持续一贯努力，坚强敷力意志和充分抓紧 

学习时间)和学习的“自觉性”(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时间计 

剐性，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以及课余自觉学习等、较差。在对 

“目前你的学习态度是什幺”的回答中，41 2％的人选择“不想 

学得太累．保持中等水平 ，22．4％的人选择“只要过得击、及 

格即可 ，21 6％的人选择 fl缶考突击”．分别位居该选项的一、 

二、三位．还有 13．2％的人选择“对学习毫无 趣，不想用 

功”，只有 17 4％的人选择“牢固掌握知识，注重锻炼能力”位 

居第四位。在对“你认为班上其他同学在目前的学习中发挥 

了多少积极性 的回答中，20．7％的人选择”一半 ，位居第一． 

19．6％的人选择“很少 ，位居第二，9 19％人选择 一大半 位 

居第三，只有1．1％的人选择 全部”，这充分说明高职生在学 

习上的认知与行为之间不协调 ，存在很大的偏差。这可能与 

他们的学习责任心、学习价值感、抱负水平和学习兴趣以及 

自我调控能力等主观因素 及来自于教师、学校、家庭、社会 

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很大联系。此外，从男女生、普高生与 

三校生、来自于农村与来自于城市的学生相比较来看，总体 

需求结枸基本一致。男生更倾向于对知识、事业、成就的需 

要，女生更倾向于对归宿、享受的需要。 

目标取向 目标是一个人所期望成就事业的真正决心。 

找们要求被试者回答“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其中，回答 

“能有一个理想职业 占29．2％，“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占20．5％，“为祖国和人民有所贡献 占14．4％，分别居该选 

项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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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你的^生目标是什么tN=,t．aS) 

选 项 连 率(％) 

能有一十理想的职业 

建立一十美满幸福的家庭 

对租鹤和凡民有所贡献 

做一爱人尊重的凡 

为共产主卫事业而奋斗终身 

其他 

与世 无争 

做普通劳动者 

从表2可见：(1)高职生人生目标具有多元化、广泛性和 

差异性。他们既要为社会做贡献，更要为实现自我设计的目 

标而奋斗。(2)高职生看重个人所面临的人生课题与素质有 

关的价值目标。高职生把自己“能有一个理想的职业 摆在 

了人生目标的首位，选率达29．2％；把 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 

家庭 作为人生目标选择的人数位居第二，选率达20．5％；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选率达 12．5％。这些都表明高职生 

对个人需要、个人价值、个人成就尤为重视。(3)大多数人不 

愿意做普通劳动者。只有 3．2％的人选择 愿意做普通劳动 

者”，位于该题选项的最后一位。(4)从男女生、三校生与普 

高生、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角度相比较来看，人生价值目 

标取向基本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他们都是把 能有一个 

理想的职业”、“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对祖国和人民 

有所贡献”、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排在前四位。但是男生、 

普高生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有一个理想的职业”和“建立美 

满幸福的家庭”，三校生和农村学生更倾向于 为祖国和人民 

有所贡献”．女生把“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作为首选的 

人生 目标。 

另外在调查中，加％的人赞同“人应该及时享乐 、10．8％ 

的人“不知道”，这种含糊的立场转换成赞同的可能性是极大 

的。同时，在对待恋人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16 ％的人表示 

属正常行为”，无可指责，44．4％的人表示“可以理解 ， 

18．8％的人认为是“道德堕落”，20．2％的人 不清楚”。其中 

尤其是女生表示“可以理解”的占53．1％，高出男生 14个百分 

点，这与传统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这些数据表明，高职 

生追求现实快乐与感官享受的倾向较为严重。 

择业动机取向 在调查中要求教试者回答“选择职业时 

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调查结果显示：个人特长爱好、收 

人高、工作稳定、人际关系问题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因素。尤 

其是女生在这4个方面选率远远高于男生。高职生的这种 

自我知觉、自我定位与社会现实之间有较大的差距。 

(：)人生价值手段 

人生价值手段就是人们为达到人生价值目标而采取的 

途径和方法。它涉及“人怎样活着”的问题，它是实现人生价 

值目标的保证．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生活 

方式，探讨高职生的人生价值手段特点，对于正确引导他们 

的人生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从怎样实现人生价值、获 

取幸福的手段、对待重大挫折的态度三个面进行了调查。 

表 3 怎样实现你的^生价值cN=438) 

选 项 选 丰(％) 

积撮做贡献．不菅社会和他人是吾承认 

积极做贡献．力争社会和他人承认 

自己的贡献与社会承认相 当 

其他 

35．0 

35 0 

l8 8 

l1．2 

从表 3可知：7o％的人都选择了要积极做贡献，其中 

35O／o的人选择不管社会和他人是否承认都要积极做贡献， 

％的人选择了要积极做贡献，力争社会和他人的承认，二 

者相当 此外 18 8％的人选择自己的贡献与社会承认相当。 

从“你认为获得人生的幸福主要依靠谁?”和“劳动是人生幸 

福的必备条件 的选项结果来看，高职生普遍认为要通过 自 

己的努力奋斗来创造幸福的生话。调查中对“劳动是人生幸 

福的必备条件”持“很同意”的人占44％、“比较同意”的人占 

53．4％ ，两者之和达97．4~／0。充分表明高职生人生价值手段 

是积极健康的、进取的。 

从被试者对待重大挫折的态度，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 

高职生人生手段的一些特点。78．5％的人都认为是自己努力 

不够或自己能力不够而遭受挫折，在遇到重大挫折时 42．4％ 

的人愿意采取折中态度，转移 目标争取其他方面的成功． 

33 ％的人表示坚决抗争到底．9 3％的人听无由命 

从男女生、普高生与三校生、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角 

度相比较来看，其人生价值手段基本一致，但也有一定的差 

异。他们大多数都认为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创造幸福的生活， 

积扳为社会作贡献 但是男女生比较，男生还倾向于依靠社 

会获取幸福，女生还倾向于依靠朋友获取幸福。城市学生与 

农村学生比较，农村学生还倾向于依靠父母获取幸福。从普 

高生与兰校生比较，普高生还倾向于依靠朋友获取幸福，三 

校生还倾向于依靠父母获取幸福 在遇到重大挫折时，男生 

归因于自己能力不够，其余的学生都归因于自己努力不够。 

从男女生比较．男生倾向于抗争到底，女生倾向于转移目标， 

争取其它方面成功。从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比较，农村学生 

倾向于抗争到底，城市学生倾向于转移目标，争取其它方面 

成功。 

(三)人生价值评价 

人生价值评价就是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生有 

无价值和价值的意义大小作出的判断。它对人的人生价值 

的确立、维持或改变以及相应的社会态度和行为起着调控的 

2  5  4  5  4  9  9  2  
加 ¨ ¨ 9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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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会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 

人生和社会行为的价值进行评价 ，从而对人生价值目标和手 

段的方向和程度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错误的价 

值评价，会导致错误的人生态度，必然对人生前途丧失信心， 

苦闷空虚，悲观厌世。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评价则产生以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为主导的人生态度，因而能正确地对待人生道 

路上的各种境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勇敢地开拓自己的人 

生道路。因而考察高职生的人生价值评价，尤其是研究他们 

的人生价值评价标准，深入探讨高职生人生价值观的动力特 

征极为重要。 

1．从评价标准看高职生的人生评价特点 

人生价值评价标准就是用来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尺度。 

我们要求被试者对 你认为人的价值最主要的标志是什幺” 

进行回答，结果如表4。 

可见选择结果集中在才能、成就，分别占28％和24％，其 

次是知识、品行，二者都为8．9％。而选择金钱、名誉、权力、 

地位等标准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太小的比例较低。这表明： 

(1)从总体上讲，高职学生所赞同的人生评价标准是积极向 

上的。(2)高职生强调个人取向的价值评价标准。(3)高职生 

对社会贡献的选择居中，他们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 

表4 你认为^的债值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cN；∞8j 

选 遗 率(％) 

才能 

成就 

知 识 

品行  

叠哉 

社鲁贡献 

权力 

地位 

名誊 

其它 

2、从幸福观看高职生的人生评价特点 

幸福指人们在剖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过程中，由于目 

标和理想的实现，使自我得到某种心理满足的心理体验。幸 

福观是人们对待幸福问题所持的态度和观点。通过对高职 

生幸福观的研究，可以反过来探明他们的人生评价所依据的 

标准和内容。有关幸福观的涸查结果如下：(1)追求家庭幸 

福、人间真情和事业成功构成了高职生幸福目标取向的基本 

特点。有温暖的家、有知心朋友和事业成功是高职生最感幸 

福的事。选率高的前4项依次为温厦的家(79．5％)，有知心 

朋友(67．4％)．事业成功(55．9％)，健康(凹．5％)。这表明．在 

2l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家庭美好和睦观 

念，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情，仍然是高职生追求的幸福目标。 

同时也追求 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 

献。。(2)从男女生、普高生和三校生、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 

的比较来看，在幸福感上基本一致。(3)农村高职生与城市 

高职生在对待有钱和有稳定工作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城市 

高职生把有钱排在第5位，把有稳定的工作排在第9位。而 

农村高职生把受到尊重排在第5位，把有稳定的工作排在第 

6位。把有钱排在第9位。可见，来自农村家庭的高职生更 

看重工作的稳定性，而来自城市的高职生更看重金钱。(4) 

高职生重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但不唯金钱至上。虽然高职 

生把有钱排于第 5位，但从另～问题的调查表明只有 16 2％ 

的坚持 钱越多越幸福 的观点正确，54％的人认为“不一定”， 

29 8％的人认为“不正确”。可见，多数高职学生能正确对待 

金钱。 

综上所述得知高职生的人生价值观具有以下特点：(1) 

在人生价值目标方面：总体上，高职生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 

进取性和积极性，但也有一些高职生(尤其是个别女生)胸无 

大志，不思进取，追求现时快乐和感官享受现象严重；目标具 

有广泛性、多元化和差异性；目标取向个人主义严重。(2)在 

人生价值手段方面：总体上，高职生在观念上所认同的手段 

是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但在行动上也有不步高职 

生消极退缩．少数昕天由命，少量高职生极度消沉，甚至认为 

活着投意思．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人生道路上遇 

到重大挫折时，多数高职生缺乏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及信 

心。(3)在人生价值评价方面 多数人都认为才能、成就、知 

识、品行是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主要标志，把事业成功 、有 

知心朋友、有温暖的家看成是最幸福的事。不赞厨拥有金 

钱淑 力、地位就是幸福和价值大的观点；多数也不认为为社 

会做出贡献的太小就是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标志 可见，在人 

生价值评价方面仍然体现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4)价值 

取向相互矛盾、冲突。(5)有强烈的求知欲，但知行脱节现象 

严重。(6)自我定位不清 

(一)园椭利导，摆脱“茫然”和“失落”的误区 

我们在调查和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进入高职以后，感到 

“失落”和 茫然”，一时找不到方向和目标。有些人认为高职 

生低人一等．不如其他大学生，有些人认为所读的学校与想 

象中的“太学图面”相差甚远，有些人不适应新的竟争环境， 

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有些人认为进入了大学该轻松了等等． 

并且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普通劳动者。许多人都不明确或 

不太明确进入高职后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因此．引导 

他们正确看待自己．定好位 ，尽快走出“失落”和 茫然 的误 

区，明确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培养高职生健康向上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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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马列主叉人生观教育．培养利他奉献的人生观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键是隐藏在经济 科技、 

军事 、产品背后 的人才的价值观 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以后，西方文化及观念的大量涌入。高职生是大学生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 的宏伟事业需要他们去建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他们去实现。他们正处在人生价 

值目标确立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他 

们，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他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他们。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的人生价值现是培育“四有”新人的精神支柱 

根据高职生个人价值取向严重这一特点，我们必须加强马克 

思主义人生观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学 

生干部等先进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培养他们对国家、对民族 

的高度责任一Ii,，志存高远，胸怀宽广，把个人的事业融汇到振 

兴中华的强大洪流之中，正确处理利己与利他、权利与责任、 

索取与奉献、爱情与事业、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在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这样有利于防止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三)承认高职生价值观教育的层农性，固材施教 

高职生中既有积极奉献，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最高 

层次，又有公私兼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台、奉献与索 

取并存，在关键时刻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较高层次；也有不 

损公、不伤害他人，只求自己生活安稳的较低层次，还有贪图 

享受、不思进取、消极悲观的最低层次等。所以我们对高职 

生的人生价值观导向也应该灵活多样、分层次进行，对不同 

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和采用不同的方法，因材施教。对高层 

次取向的高职生，引导他们向更高层次看齐；对于较低层次 

取向的高职生，在强调社会需要的同时更要注重他们个人的 

价值、尊严和权利，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热情与自我教育的 

意识；对于最低层次取向的学生，弓I导他们克服一些消极的 

个性和价值观念，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积极的个性。其次，我 

们在引导高职生树立更高的理想和培养高尚情操的同时，还 

必须明确在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高尚与卑鄙、无私与自 

私等等对立性的观念与行为之间 还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 

带即既不高尚也不卑鄙、既不大公无私也不损人利己的合理 

和正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改变那种非此即 

彼两分法评价模式，实现价值评价标准从对抗性社会模式向 

多元化社会模式的转变，这样才能更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多 

种利益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减少青年学生的逆反心 

理，收到实际效果。 

(四)加强心理咨询和一 理健康教育 

面对传统的和现代的价值观念、民旗的和外来的价值观 

念、官方所倡导的正统的观念和社会的非正统的观念同时存 

在的复杂形势，高职生遇到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既“敏感” 

又困惑，如果不及时地加以疏导和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理 

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随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 

态，并从具体问题人手进行及时的正面引导，切忌盲目地、简 

单地去评价或否定学生的某种价值现和某种表现行为 帮 

助他们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判断、选择事 

物。这样．学生在兴趣中接受了正确的观点，并容易转化为 

实际行动。 

(五)加强学习刻苦性和自觉性的培养 

从调查看，高职生普遍求知欲强，但在学习行为上存在 

极大的偏差，多数人却不想学得太累，只要过得去，在实际学 

习中，没有用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缺乏学习的刻苦性、 

自觉性。有的上课迟到、缺课 ，不预习复习，不认真完成作 

业，自习时间闲逛玩耍的人数较多，谈情说爱、罔上聊天等 

等。必须从学习的责任心、知识的价值感、成就动机 学习的 

意志力、学习方法等方面加强培养，使他们不仅在主观愿望 

上渴求知识，而且在实际行动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刻苦学习 

获得真才实学。这是高职生培养中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 

(六)加快教学改革步伐，促进良好学风和棱风的建设 

在加强对学生学习责任心、意志力、价值感、成就动机培 

养的同时必须从教师、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专业设置、考试 

制度及方式等多方面加快教学改革．同时加快对高职生进行 

科学管理的探索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和 

校风。只有从学生主观方面和外部客观条件两个方面着手， 

才能较好地解决高职生在学习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偏差问题 

(七)高度重视社会因素对高职生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首先，当前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高职这一新生事物的发 

展，社会舆论应在高职的社会地位、作用方面进行正面的宣 

传导向，有助于引导高职生认识自身的社会价值，对前途充 

满信心。其次，加大社会实践教育．使他们走进社会，了解社 

会现实，从而正确看待自己．促使自己的个人需要和目标与 

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第三，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法制建设．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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