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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

胡祖吉

(浙江林学院学生处 , 临安 311300)

摘　要　大学生要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适应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 ,必

须注重竞争意识的培养。高校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 完善竞争激励机制 , 全面贯彻

公平竞争原则 , 为大学生增强竞争意识 , 提高参与竞争的实力服务。大学生自身也

要及时更新观念 , 主动参与竞争 , 把自己培养成具有较强竞争意识的符合社会需求

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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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办学目的是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是否合格 , 关键看 2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求 ; 二是大学生是否具备

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素质。由于受传统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就业体制的影响 , 无论

是高校本身还是大学生 , 往往重视知识技能的掌握 , 忽视对社会环境适应能力的培养。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 社会环境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竞争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普遍、 激烈 , 竞争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目前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这一变化

认识不足 , 对竞争重视不够 , 感受不深 , 竞争意识淡薄。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变 , 大

学生毕业后 , 很难适应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 , 很难将知识技能运用于实际工作 , 很难更

好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因此 , 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 , 并采取有效

措施 , 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竞争意识 , 增强竞争实力 , 使高校培养的人才更符合社会需求。

1　对大学生竞争意识培养的思考

1. 1　大学生必须具备竞争意识是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要求高校培养出大批合格人才。在普遍重视知识 , 重视人才 , 鼓励

竞争的新形势下 , 社会对大学生的培养标准赋予了新的内容。在强调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知

识技能的基础上 , 还要求大学生具备面向社会、 面向市场、 参与社会竞争的意识和能力。 从



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的实际情况分析 , 多数用人单位已把大学生是否具有竞争意识作

为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和录用条件。 可见 , 竞争意识已成为大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 是

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普遍要求。

1. 2　高校的学风建设需要大学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

良好的学风有利于大学生成才 , 而良好学风的形成离不开竞争。高校中广泛开展的各类

学习竞赛 , 实际上是大学生竞争活动的具体表现。 它既有助于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 明确

学习目的 ,起到引导大学生自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的作用 ,促进大学生学业的进步 ;

也有助于高校学风的好转 , 达到激励先进 , 鞭策后进的目的。但如果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不强 ,

参与竞争的热情不高 , 就很难使学习竞赛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 浓厚的学习风气难以形

成。只有抓住大学生勤奋好学、 上进心强和乐于竞争的特点 , 采取必要的竞争激励措施 , 充

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竞争的积极性 , 才能活跃校园竞争气氛 , 推进学风建设 , 促进大学生健康

成长 , 全面成才。

1. 3　就业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学生加强竞争意识的培养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 客观上要求社会的各种资源由市场来调节配置。大学生作为一种特

殊的人才资源 , 也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再由国家计划分配 , 而是

要进入人才市场 ,通过供需双方直接见面 ,双向选择的途径落实就业。在新的就业体制下 , 大

学生除会遇到同学之间的择业竞争外 , 还要与其他劳动者竞争就业岗位。尽管大学生的专业

基础理论比较扎实 , 知识结构较为完整 ,但大学生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就业期望又比较高 , 并

在身体素质、 吃苦精神等方面有可能不及一般劳动者。 如果大学生的竞争意识淡薄 , 不能抓

住机遇 , 发挥优势 , 就很有可能在就业竞争中受到挫折。所以 ,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实施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 , 要求大学生既学好专业知识 , 又要加强竞争意识的培养。

2　高校要为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服务

2. 1　加强宣传教育 , 营造竞争氛围 , 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

大学生尚处在受教育的阶段 , 他们一直生活在有规律的相对平静的校园内 , 对社会的发

展变化 , 尤其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 将对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人带来深刻影响感受不深 , 对充

满竞争的社会现实缺乏应有的认识。 部分大学生对自己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 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和必要的准备。 因此 , 高校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 认真组织学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 , 帮助

学生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 ,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竞争对每一位大学生来说 , 都是不可避免

的 , 从而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使大学生首先从思想上接受竞争 , 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 ,

把竞争理解为很平常很自然的现象。

2. 2　采取有效措施 , 完善竞争激励机制 , 增强大学生的竞争实力

高校有义务引导大学生确立竞争意识 , 更有责任帮助大学生提高素质 , 增强参与社会竞

争的实力。长期以来 , 高校中开展的 “比、 学、 赶、 帮、 超” , “争优创先” , 各类竞赛及评比

活动 , 都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说明高校有较好的竞争基础和环境 , 只要

采取必要的措施 , 完善竞争激励机制 , 高校完全能为大学生牢固确立竞争意识 , 增强竞争实

力 , 提供有效的服务。 一要继续充分发挥团委、 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学生社团的作用 , 鼓励

他们积极开展有益的竞争活动 ,为大学生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二要强调德智能的全面发展。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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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活动统筹考虑 , 合理安排 , 既开展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竞赛 , 又抓好实用技能的培训考核 ,

促使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三要注重竞争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不搞形式主义。 每项竞

争活动都要从实际出发 , 有所侧重 , 要让大学生通过参与竞争的实践 , 获得实实在在的收获 ,

真正为大学生增强竞争实力服务。

2. 3　贯彻公平竞争原则 , 优化竞争环境 , 提高竞争实效

与任何竞争一样 , 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才有现实意义 , 才能起到激励效果。 高校中

旨在培养大学生竞争意识 , 提高素质而开展的各类竞争 , 同样要坚持公平原则。 在大学教育

过程中 , 比较有效的竞争活动集中体现在学习、 奖励和就业 3个方面。

2. 3. 1　学习竞争　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 学习上的竞争是大学生最关心的竞

争。学习竞争的结果 , 目前还只能用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衡量。这就要求高校严把考试关 , 加

强对考试的监督管理 , 严格考试制度 , 使考试成绩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 , 区分学生之间

的差异。否则 , 会严重挫伤学生的竞争积极性 , 失去竞争意义 , 不利于学风建设和人才的培

养。

2. 3. 2　奖励竞争　对优秀学生或对某一项竞争的优胜者给予必要的奖励 ,既是对学生所取得

的成绩的充分肯定 , 也有较好的激励作用。评比各类先进 , 应坚持三公开: 即公开评比条件 ,

公开评比程序 , 公开评比结果。 确保树立的先进典型 , 有牢固的群众基础 , 真正发挥榜样作

用。对各类竞赛 , 要严格遵循竞赛规程 , 尊重公平竞争结果 , 奖励优胜者。 同时 , 也要兼顾

在竞争中暂时处于落后或可能被淘汰的学生 , 认真做好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 帮助寻找失利

的原因 , 让他们重新鼓足勇气 , 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竞争中去 , 使高校内的竞争气氛更为

浓厚 , 达到大学生共同进步 , 全面提高。 这符合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2. 3. 3　就业竞争　大学生完成学业 , 走向社会就业 , 是青年学生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 , 也

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环节。在 “双向选择” 的就业竞争中 , 广大学生都希望通过公平竞争 ,

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 实现就业公平竞争的前提 , 是高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就业方针政

策 , 坚持 “优生优荐 , 优生优分” 原则 , 坚持通过综合测评 , 确定优劣 ; 用人单位坚持 “择

优录用”。若高校和用人单位能严把推荐关和录用关 , 就能激励大学生刻苦学习 , 争做德才兼

备的优秀人才 ,就能积极引导大学生凭自身的实力参与竞争 ,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竞争意识 ,

有利于就业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 , 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 合理利用。

3　大学生要审时度势 , 主动适应竞争环境

3. 1　切实提高对竞争的认识 , 重视竞争意识的自我培养

面对充满竞争和挑战的社会现实 , 大学生要审时度势 , 对日益广泛的社会竞争进行认真

的分析思考 , 对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素质要求 , 看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

对竞争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差距 , 看到竞争已渗透到大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 , 尤其是 “铁饭

碗”打破后 , 大学生面临最现实、感触最深的就是就业竞争。如果大学生对竞争缺乏思想、 心

理准备和能力培养 , 将关系到能否顺利就业的问题。对此 , 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要及时转

变观念 , 把竞争意识作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的高度来认识 , 切实重视竞争意识的自

我培养 , 自觉接受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 , 对竞争和挑战 , 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适应 , 把握竞

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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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善于抓住机遇 , 经受竞争锻炼 , 积累竞争经验

大学生对竞争的认识 , 不能只局限在思想上的重视 , 关键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平时

应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各界开展的竞争活动 , 抓住各种竞争机遇 , 有意识地锻炼培养参与竞

争的勇气和胆量 , 检验竞争实力。每次竞争活动都应精心准备 , 有的放矢 , 务求实效。对竞

争结果要认真对待 , 客观分析 , 找出差距 , 逐步积累竞争经验 , 为将来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

竞争打好基础。

3. 3　适时调整知识结构 , 拓宽知识面 , 不断提高适应社会竞争的能力

竞争实际上是知识和能力的较量。大学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得起激烈竞争的考验 ,

只凭参与竞争的勇气和有限的竞争经验是不够的 , 关键是依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因此 , 大学生在校期间 , 要重视客观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 适时调整

知识结构 , 拓宽知识面 , 强化现代实有技能的培训 , 积蓄参与竞争的资本 , 这样才能在社会

竞争的实践中展示才华 , 实现人生价值。

　　Hu Zuji ( Zhejiang Fo rest ry Col leg e, Lin′an 311300, PRC) . On Foster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Competitive Awareness. J Zhej iang For Coll , 1997, 14 ( 2): 208～ 211

Abstract: To meet the objectiv e requirements o f the system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adapt themselv es to the highly competitiv e social envi roment , co lleg e students should pay

a ttention to the cultiv ation o f the competi tiv e awa reness. In o rder to enhance the co lleg e

student′s competitiv e awa reness and increase thei r actual abi li ties fo r competi tion, the

colleges and univ ersi ties should st reng then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perfect the

competi tiv e mechanism fo r encouragement , and carry out the principles o f fai r

competi tion.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 es should renew thei r ideas and activ 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 tio n and develop themselv es into the qualified persons who po sses the fairly

st rong competi tiv e aw areness to accord wi th the social demand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ompeti tiv e awa reness; quali ty; cultiv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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