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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2021_2022_2003_E5_9B_B

D_E5_AE_B6_c26_25537.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

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

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

分钟。 3．仔细阅读给窑的资料，按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资料 人类走到今天，青年已成

为超越了一般年龄意义上的符号，正囚如此，联合国在《

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指出：充分参与社会

生活是青年具有的普遍愿望，就是这种愿望，让青年人由承

栽将来而关乎现在。只有愿望还是不够的，由愿望到实现仍

需要信仰这个粘合剂，否则它只是一盘散沙。作为先进生产

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绚烂图景，而这代表着历经百年沧桑中华民族最深切

的梦想和渴望就需要青年人的担载与延承，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青少年政治信仰的确立就变

得休戚相关了。 一份不合格的答卷 不久前，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专升本学生的政治课考试中出了这样一道考题：“中国共

产党建党80周年以来主要有哪些贡献?”当时共有177名学生

参加了考试，结果只有86人这道题回答及格，不及格的有91

人，占总数的51．4％；一道15分的题，学生们的平均得分只

有8．4分，不到9分的及格线。 该校社科部陈升主任告诉记者

，当时设计这道题目时共总结出五项贡献作为答案；一是推

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民族独立；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特

别是经过改革开放，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三是综合



国力有很大发展；四是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高；五是社会面

貌有很大改善。但没想到有些学生连推翻三座大山都答不出

来，对于综合国力提高头脑中也没有明确认 识。陈主任指出

，现在的青少年有一个弱点就是不了解历史，而这一点对于

一个人树立信念是很有影响的。50年前之所以中国共产党一

呼百应，是因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有比较，因此对中国

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充满信心。可现在的年轻人缺少对旧中国

的认识，缺少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了解，因此容易在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识上有偏差，容易产生对政治信仰的淡漠。虽然

《2m0200㈠匕京青年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有39．6％

和53．7％的北京青年对邓小平理论”坚信不疑”或是”基本

相信”，有62．1％的青年在信仰选择上选择了共产主义、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四种意识形态理论中的

一种或两种，但仍有一些数字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选择”

你信仰什么时”，有将近两咸(17．4％)的青年选择了“什么

都不信”。年龄越小，选中这一项的比例越高。在16岁至19

岁年龄组青年中，选中这一项的比例为28．2％，还有将近四

分之一(23．4％)的青年选择了信仰“实用主义”。此外，选

择信仰“宗教”的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为4．6％。有必要指

出的是，尽管北京青年很关心政治，但他们中对政治活动很

感兴趣的比例不高，仅占17％，此外还有17．9％的青年表示

都不感兴趣。而另一项调查指标也反映出青年中甚至还有23

％的人在上次的区县选举中没有投票。 在我们关注青年信仰

问题的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信仰危机带

来的深刻教训。以前苏联为例，苏联共产党曾是全世界最大

的共产党，从1917年到1991年执政长达74年，本来苏共在群众



中很有威信，但由于搞多党制、搞公开化等，导致敌对势力

纷纷出来，加之苏联长期以来片面追求重工业，经济搞得不

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甚至一些食品、生活用品都供

应紧张，导致失去人民信任，最终未能摆脱垮台的命运。由

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青少年政治信仰的确

立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加青少

年对党的认识和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就变得十分关键。 青年

信仰正在世俗化 1999年3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一次

调查中，被调查青年在回答”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你认为最

大的幸福是什么”时，列第一位的是“成就自己，造福社会

”，其次是“获得社会承认和他人尊敬”、“有一个美满和

谐的家庭”，列第四位的才是“为一种崇高的信仰奋斗”。

耐人寻味的是，在14岁至24岁的青年对人生幸福的选择中；

“拥有金钱和财富”替代了“为一种崇高的信仰奋斗”而跃

居第三。而“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对同一问题的调查结果也

表明，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和“入党入团”的比例只有8

．8％和2．9％。种种数据说明，在当代青年中，世俗化的价

值目标正在取代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抽象的、宏伟的理想

和信仰渐渐地失去了与青年的亲和力，而功利的、现实的、

物质性的目标正越来越被青年所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

的“转型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的难点与对策”调查中有关信仰

问题的调查结果也很令人深思。在回答有无信仰的问题时

，36．09％的人明确表示“没有信仰”，另有 22．24％和13

．57％的人分别表示“曾有过信仰”和“不想回答”，只

有28．10％的人确认自己“有信仰”。而在信仰的选择上更

是五花入门，比较集中的选择分别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5．86％)，“科学真理，无神论”(16．75％)，“不要任

何信仰”(16．64％)，“命运”(12．51％)，“人道主义”(8

．72％)和各种宗教(7．25％)。 有专家指出，造成上述问题的

根本原因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有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导向成为了人们活动的首要准则，由此对人们的信仰

价值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它为人们带来自主、互

利、竞争、平等、公平、守信、守法等理念，另一方面，它

也产生了趋利、拜物、泛化等负面影响。于是个人主义、拜

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开始在青年人中拥有了市场。应该指出的

是，在我国现阶段，承认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的现实性，并

不意味着多元价值取向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其实西方的一

些先哲们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像《国富论》的作者亚当

斯密在鼓吹自由竞争的同时，又撰写了《道德情操论》，指

出竞争应受到“正义的法则”的制约。这种价值取向的紊乱

状况，造成了一些人是非模糊、思想混乱，如果人们的这种

价值取向差异过大，甚至出现冲突，又没有一种价值观来抑

制和引导这种冲突，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过去

的战争年代、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克服一

个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靠的就是用崇高的理

想和坚定的信念凝聚了人心和力量。现如今，作为先进社会

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又为我们描绘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蓝图，并指出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的理想信念，因此党的事

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都寄托于对这一政治信

仰的确立上。(摘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1日) 三、申论

要求 1．请用不超过150宇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



主要问题。 2．以共青团中央调研室工作人员的身份，用不

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

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0分) 3．就给定

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印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

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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