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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少年政治认同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政治认同问题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发展，新时代

青少年政治认同，既关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关系到青少年

的全面发展。宁夏地区青少年政治认同整体水平较高，根本性

政治认知较好，政治情感积极向上，政治信仰初步形成，政治

参与意识强烈。

一、青少年政治认同现状

新时代宁夏地区青少年政治认同的整体情况较好，青少年

政治认同各维度由高到低分别为“青少年政治情感﹥青少年政

治信仰﹥青少年政治认知﹥青少年政治行为”。表明宁夏地区青

少年对于国家发展、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具有正向的情感体验，初具政治认同，主流趋势

积极向上。

（一）整体政治认知较高。调查显示，青少年对党的领导非

常认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非常认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赞成。青少年整体政治认知较好，

对于认同对象有了基本的了解，具备初步的政治理解。

（二） 政治情感积极向上。调查显示，青少年非常热爱祖

国，认为中华民族值得自豪和骄傲，非常认可党带领人民创造

的成就，表明宁夏地区青少年对国家未来发展抱有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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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愿意肩负时代使命。   

（三）政治参与意识强烈。调查显示，青少年坚决维护国家

的主权、尊严和利益，能在学习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表明宁夏青少年具备正确的国家观，在实际生活中具有维

护国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和表现，初具政

治参与行为。

（四）政治认知与政治行为发展同步。调查显示，青少年政

治认知均分处于较高水平，整体认知情况好，表明新时代宁夏

青少年对国家的理论体系、制度、道路充分认可。

二、影响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因素

（一）社会层面：网络媒介的影响。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

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互联网迅速发展时期的青少

年从小就“接收”各类网络信息，网络对于青少年政治认同的

影响比较直接。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使得青少年的政治兴趣、

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感更加强烈；另一方面，良莠难辨的海量

信息也在冲击着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可能伤害青少年对党和国

家的情感，导致部分青少年政治认同出现偏差。

（二）学校层面：课堂、团队组织和实践活动的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课堂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认

同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堂和课堂思政深刻影响着青少年政治

认同的高度。团队组织是青少年政治认同形成与发展的主阵地，

但团队组织在青少年政治认同培养中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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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活动也是影响青少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学校政治

活动的频率、形式与内容影响着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发展。

（三）家庭层面：家长政治素养、政治言行和家庭教育方式

的影响。一方面，父母的政治素养对青少年政治认同有显著影

响，父母良好的政治素养更有利于子女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另

一方面，家长的政治言行和家庭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政治认同

也有着直接的效果，父母的言传身教即正向的政治言行和民主

型的家庭教育方式是青少年政治认同形成的良好导向。

三、加强宁夏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建议

（一）铸牢社会根基，引导青少年政治认同。当前，通过网

络媒介获取信息、参与社会生活已成为常态。因此，要深刻抓

住新媒体的政治功能，引导青少年正确了解国情世情党情，理

性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断增强政治认同。首先，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氛围，充分结合新闻、影视、音乐、短视频等凸

显党的科学领导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用社会主流旋律和积极声

音引导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其次，利用新媒体优势增强政治

吸引力，创建一批青少年爱看、想分享、积极讨论的优秀网络

文化作品，用青少年感兴趣的方式“讲政治”。最后，还应防止

网络信息的负向政治效应，通过有效解释和权威说明积极引导，

降低网络负面内容削弱青少年政治认同的风险。

（二）优化学校教育，保证青少年政治认同。发挥课堂主渠

道作用，深化青少年政治认知。首先，构建完善的认同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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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系，利用富有价值性、时代性、生活化的课外资源“链接”

青少年政治学习。同时，把红色资源引进课堂，选取革命英雄、

模范代表等政治榜样激发青少年的正向情感。其次，要提高社

会实践教学比重，在社会生活中“讲政治”。教师结合课程增加

参观调研、实地走访等社会实践，让青少年在学思践悟中强情

怀。做好团队组织主阵地建设，坚定青少年政治信念。一方面，

强化少先队对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和政治教育。创新少先队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政治参与模式，优化少先队政治教育活动，在活

动参与中坚定青少年政治信念。另一方面，抓好共青团和少先

队的衔接工作，在团队阵地同享、活动同办、教育同抓下增强

青少年组织归宿感。利用组织教育、活动教育和自主教育延续

青少年对少先队的热爱，对共青团的向往，和对共产党的真挚

情感。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效果，实现青少年知行合一。创新政

治教育实践，增加青少年政治参与的渠道。利用好社会资源，

通过组织参观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研学等培养

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情怀；组织实地参观调研新农村、高新企业

等增强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组织志愿服务、社

会公益活动等提升青少年的服务意识，让青少年在社会实践中

实现认知与行为的协调发展。

（三）注重家庭影响，巩固青少年政治认同。家庭是青少年

政治认同培育的重要场域，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首先，家长要提升政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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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注重日常政治言行。父母应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如通

过网络、电视、书籍等了解相关政治知识。同时，注意并规范

自身言谈举止，通过经常跟子女一起观看新闻联播、阅读红色

书籍、对一些时事热点展开讨论、带孩子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其次，家长要采取民主的家

庭教育方式，培养孩子的民主和责任意识。要重视家庭教育的

“社会功能”，提高与学校教育的契合度，保证青少年政治认同

教育效果一以贯之。

（执笔人：宁夏大学　马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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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    联系电话：6669518

呈送：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印发：各市、县（区）党委，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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