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青少年的英雄观集中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其生成与青少年自身的健康成长和社会英雄文化的传承发展紧密相关。

本研究通过对836名初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新时代中学生英雄观的

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学生总体上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他

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符合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英雄标准，认同的英雄特质

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仍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英雄建构论”“娱乐

消费论”“唯英雄论”等。中学生的英雄观受到隐性文化和显性教育共同作

用的影响，其中显性教育因素发挥主导作用，个体的知识水平及闲暇自我

提高的习惯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新时代，在弘扬英雄文化的时代背景

下，应加强对中学生英雄观的培育，注重加强唯物史观教育，创新英雄人物

榜样教育，加强家校社环境建设，注重个体闲暇德育。

【关键词】 英雄观 英雄精神 学校教育

一、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于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同场合发表了诸多关于弘扬英雄精神的重要论述。他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1］。他特别提出，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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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弘扬英雄精神，指出“自古英雄出少年。人类社会青年英雄辈出，中华民族青年英雄

辈出”［2］，“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3］。在此背景下，学界围绕英雄精

神的培育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精神的内容、影响因素以及英雄精神的培

育途径等方面。

培育英雄精神，首先要厘清英雄及英雄文化的内涵。总体来看，学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从社会文化现象的视角看待英雄，认为英雄具体表现为英雄形象，而英雄形象又是由英雄

人物、英雄事迹、英雄精神三个要素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整体。从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来看，英

雄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怕困难、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英勇

奋斗的人。基于此，英雄文化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的集

中体现，是关于英雄信念、英雄精神、英雄人格、英雄行为、英雄功绩、英雄评判、英雄形象、英雄

传承的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总和［4］。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英雄文化的核心是英雄观。有学者聚

焦于价值观的角度，对英雄观进行了研究，总体认为英雄观是某一主体对英雄的根本看法和态

度［5］。目前，学界对于英雄观的研究，主要从中国传统英雄观［6－9］、马克思主义英雄观［10］、中国

共产党英雄观［11－14］、习近平英雄观［15－17］四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的维度包括英雄的特

质、英雄的作用、英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英雄精神传承的原则和要求等方面。相较于理论研

究，以“英雄观”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成果较为欠缺，已有的实证调查主要从认同的英雄品质这一

维度对青少年英雄观进行了描述。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青少年英雄观影响因素的解释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环境论，突出

社会物质文化环境、法治环境、大众传媒环境、同辈群体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作用；二是教育论，

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榜样教育等因素的重要意义。虽然大部分研究者持综合影响论观

点，但在分析中往往会将重心偏向其中一端。教育影响论认为教育因素对个体的英雄观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18］；环境影响论则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传统媒介、新媒体、影视作品等因素的

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其整合力量已经超过了传统教育因素［19］。

对于培育英雄精神的途径，学界主要从三个层次进行了探讨。一是在宏观层面，将英雄

榜样教育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思考探索英雄榜样的精神实质［20］。二是在中观

层面，要因时代之需塑造英雄，健全捍卫和关爱英雄的保障机制，优化学习和崇尚英雄的社

会环境［21］。三是在微观层面，重点面向青少年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教育，结合新

的时代特点不断改进宣传教育方式，提升英雄故事、英雄事迹、英雄精神的叙事技巧，同时守好

“主渠道”，将英雄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中［22］。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英雄观的内容、影响因素、培育路径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

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缺少实证研究；二是在研究角度

上，主要侧重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分析，缺乏从英雄观的社会化结果——个体英雄观角度的研

究；三是现有研究主要直接聚焦于“如何做”的途径探讨，缺少对于原因及机理的研究；四是在

为数不多的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缺乏个体抉择的视角，忽视了对不同影响因素的比较与交

互作用路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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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于选择人生偶像与学习追寻榜样时期的青少年，是培育和弘扬英雄文化、传承英雄精

神的重点群体。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时代，作为英雄文化影响青少年的结果体现，当代青少年

的英雄观有怎样的结构与维度、现状如何、有何特点、怎样形成、应如何引导，这些具有重要理

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正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2022年对山西省太原市、吕梁市、大同市、运城市六所学校的初高中

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总计发放纸质问卷1002份，实际收回962份，其中有效问卷836份，问卷

有效率为86.9％。本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为：男生占46.4%，女生占53.6%；初中生占

53.7%，高中生占46.3%。

（二）英雄观测量维度

英雄观集中体现了英雄文化的核心观念，反映到个体身上，就是个体对英雄各个方面的认

识与看法。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及习近平英雄观的相关研究折射出了英雄观四个方

面的重要内涵，即对“英雄来自何处”［23－24］“英雄有何作用”［25］“如何评价英雄”［26］“如何对待

英雄”［27－28］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与态度。笔者将其设定为英雄观测量的四个二级维度。

据此，笔者分别设计了相应的指标来测量中学生对英雄来自何处、英雄有何作用、如何评价

英雄以及如何对待英雄的相关观点的认同程度。这些观点以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为主，同时

包含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体如表1、表2所示。在计分方法方面，采用李克特量表方

式记分，对每个项目中回答“非常不认同”“不太认同”“一般”“比较认同”“非常认同”分别赋值

1－5分。通过公式“（得分－最低分）/（最高分－最低分）×100”，将量表得分转化为 0－100分

的取值，分值越大表示认同度越高。

表1 中学生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测量指标

一级指标

英雄来自何处

英雄有何作用

如何评价英雄

二级指标

英雄出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英雄与人民的关系

历史作用

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

个人层面

历史性

全面性

客观性

问题描述举例

时代造就英雄

英雄来自人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

我们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能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可以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得到启发、受到鼓励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
件下去分析

评价历史人物要全面

评价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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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如何对待英雄

二级指标

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问题描述举例

我们应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英雄模范学习宣传活动

我觉得虚构英雄、调侃英雄、丑化英雄的言行都是不对的，
应该受到惩罚

我会主动了解英雄事迹并学习英雄人物好的思想品德

我认为国家应该给英雄物质奖励

表2 中学生非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测量指标

一级指标

英雄来自何处

英雄有何作用

如何评价英雄

如何对待英雄

二级指标

英雄建构论

神化英雄来源论

娱乐消费论

唯英雄论

唯道德评价论

英雄至上论

抵制英雄论

神化英雄对待论

问题描述举例

谁是英雄是由统治者决定的

英雄是救世主，是神的代表

“抗日神剧”等拿英雄来搞笑也是可以的，能够使人们放松心情

某些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应完全以道德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

英雄应该是完美无缺的

英雄的标准太高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

我们要把英雄像神一样顶礼膜拜

克隆巴赫系数α与KMO值分别是评估信度和效度最常用的指标，α越大，信度系数越

高，KMO值越大，效度越高。一般认为，当α在0.8以上说明信度非常好，在0.7与0.8之间说明

信度较好，在0.6至0.7之间说明可接受。一般认为，KMO的值在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在0.9

与0.8之间表示比较适合，在0.8到0.7之间表示适合，在0.7到0.6之间表示一般，在0.6以下表

示不适合。由表3可以看出，英雄观各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α与KMO值都大于或基本接近参

考值0.7，模型总体克隆巴赫系数α为0.919，KMO值为0.936，均明显大于参考值0.7，这说明本

研究的问卷信度与效度均较好。

表3 中学生英雄观量表模型信效度分析

维度

英雄来自何处

英雄有何作用

如何评价英雄

如何对待英雄

总体

克隆巴赫系数α

0.681

0.898

0.786

0.870

0.919

信度评价结果

可接受

非常好

较好

非常好

非常好

KMO值

0.731

0.915

0.688

0.918

0.936

效度评价结果

适合

非常适合

一般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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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测量四个维度的结构效度，笔者通过AMOS 23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度检

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图1，模型适配度指标见表4。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参数指标都符

合要求，模型拟合度较好，这说明将中学生英雄观分为上述四个维度具有合理性。

中学生英雄观

英雄来自何处

如何对待英雄

英雄有何作用

如何评价英雄

e1

e2

e3

e4

0.48

0.73

0.68

0.76

0.19

图1 中学生英雄观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4 中学生英雄观量表模型适配度指标

拟合指标

CMIN/DF

RMSEA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统计值

2.194

0.038

0.999

0.998

0.985

0.999

0.992

0.999

参考值

（1－5）

＜0.08

＞0.9

＞0.9

＞0.9

＞0.9

＞0.9

＞0.9

拟合结果

可接受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三）自变量设计

基于文献梳理与前期访谈，本研究认为，中学生英雄观的形成既来自外在显性教育因素与

隐性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也会受到个体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比较三类因素

的影响作用，挖掘三类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与机制，本研究从环境、教育、个人三个方面进行了

自变量的设计。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氛围、同辈群体、大众传媒；教育因素包括家庭教

养方式和学校的英雄教育；个体因素包括个体知识的学习积累与闲暇自我提高。

三、中学生英雄观的现状

（一）谁是英雄？——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与特质

对于中学生来讲，英雄观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是首先生动展现为他们心中一个个有血有

肉的英雄形象与具体的英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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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为更全面地了解当前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基于前期试调研，本研究列举了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行业的先进典型人物或者人物群体供中学生选择。从选择频率大于50%的人物来

看，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主要分为以下五类。

表5 中学生对英雄人物的选择频率

英雄人物类型

疫情防控期间的冲锋陷阵者

为人民无私奉献者

为民族奋力拼搏者

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者

身边积极向上的示范者

具体英雄人物

钟南山

疫情防控期间的志愿者

焦裕禄

雷锋

缉毒警察

孙中山

狼牙山五壮士

祁发宝

袁隆平

杨利伟

中国女排

苏炳添

父母

老师

百分比

93.1%

90.9%

76.8%

87.3%

88.2%

79.1%

88.2%

52.0%

91.7%

87.1%

83.0%

68.8%

78.5%

72.0%

第一，疫情防控期间的冲锋陷阵者。近年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中学生心目

中的英雄首先具象化为疫情防控期间的冲锋陷阵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高达93.1%、

90.9%的中学生认为钟南山，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的志愿者符合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第

二，为人民无私奉献者。能否成为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为人民牺牲奉献。调查发现，有76.8%的中学生认为焦裕禄是英雄，

认为雷锋是英雄的中学生达87.3%，认为缉毒警察是英雄的中学生高达88.2%。第三，为

民族奋力拼搏者。每当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总有人挺膺担当、选择奋力斗争，只为整个民

族和人民的安宁，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调查显示，中学生选择心中的英雄时，具有突出

的民族立场，对这些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

而英勇斗争的仁人志士们抱有崇高的钦佩。有79.1%的中学生将孙中山视为心目中的英

雄，选择“狼牙山五壮士”作为自己心中的英雄的中学生达到88.2%。另外，还有超过一半

的中学生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视为心目中的英雄。第四，为国家作出卓

越贡献者。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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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深刻指出，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29］。调查发现，中

学生们也在心中将民族英雄的荣誉赋予了这些人。高达91.7%的中学生认为袁隆平符合

心目中的英雄形象，87.1%的中学生将航天探索者杨利伟视为自己心中的英雄。另外，许

多中学生关注到了体育界的模范人物，分别有83.0%、68.8%的中学生选择中国女排、苏炳

添作为自己心中的英雄。第五，身边积极向上的示范者。新时代，中学生对英雄的认识体

现出鲜明朴实的生活性，他们认为英雄并非遥不可及，身边的父母和老师就是自己生活中

的英雄。调查发现，选择父母、老师作为自己心中的英雄的中学生分别达到78.5%、72.0%，

这说明当代中学生已基本树立起了平凡英雄的理念。

2. 中学生心目中英雄形象的特征

基于前期的访谈结果和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整理出中学生认同的英雄特质，并参考

学界已有文献对英雄特质的编码维度［30］，将中学生心目中英雄形象的特质归纳为坚定的理

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崇高的道德修养、坚强的意志品质、卓越的个人能力五类。这些

特质正是中学生认同并选择他们为心中英雄的重要原因。

表6 中学生对英雄人物特质的认同情况

英雄特质类型

坚定的理想信念

正确的价值追求

崇高的道德修养

坚强的意志品质

卓越的个人能力

英雄特质内容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

精忠报国

一心为民

维护正义

无私奉献

顾全大局

忠于职守

孝老爱亲

诚实守信

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

艰苦奋斗

独立自主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心无旁骛

高瞻远瞩

百分比

88.4%

84.6%

84.7%

81.9%

82.2%

83.1%

83.3%

81.8%

76.8%

76.6%

89.1%

76.7%

45.8%

69.5%

67.7%

33.7%

39.0%

第一，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之源，是一切英雄行为的精神支柱。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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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普遍认识到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高达88.4%的中学生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视为英雄

的首要特质。第二，正确的价值追求。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受到人们敬仰，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们拥有正确而崇高的价值追求。超过80%的中学生认为“对党忠诚”“精忠报国”

“一心为民”“维护正义”是英雄具有的特质。第三，崇高的道德修养。中学生普遍认为，英雄

应该具备集体主义的品德并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方面，中学生认同的英雄特质体现出

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分别有83.1%、83.3%、81.8%的中学生认为英雄具有“无私奉献”“顾全

大局”“忠于职守”的品质。另一方面，中学生还认为英雄身上应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分别有76.8%、76.6%的中学生认为英雄具有“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的特点。第四，坚强的意

志品质。中学生认为英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能够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拥有坚韧

又自主的意志力。分别有89.1%、76.7%、45.8%的中学生认为英雄具有“不怕牺牲、顽强拼搏

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的品质。第五，卓越的个人能力。在看待英雄的个人能

力方面，中学生更强调后天可以习得的能力。其中，对于“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特质，中学生认同比例分别为69.5%、67.7%。另外，有超过三成的中学生认为英

雄具有“心无旁骛”“高瞻远瞩”的品质。

（二）如何看英雄？——中学生英雄观的四维展现

如前所述，英雄观集中体现为“英雄来自何处”“英雄有何作用”“如何评价英雄”“如何

对待英雄”这四个核心问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为评价标准，通过测量中学生对

各个维度相应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与非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观点）的认同情况，

了解中学生英雄观的具体现状与特点，得分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中学生已经建立起了

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认同得分为74.6分，但仍有部分中学生认同非

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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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学生对英雄观的认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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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雄来自何处

对于“英雄来自何处”的回答往往形成不同的英雄观。一些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英雄

是上天的安排，是神的降临”，一些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则认为“英雄是统治者主观塑造出来

的”。这些观点皆脱离社会发展规律，否认英雄与时代、与人民的联系。与唯心主义观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英雄与人民的关系是讨论英雄来源的

基本问题。

调查显示，中学生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英雄来自何处的观点，总体得分为68.9分。从

英雄出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来看，分别有60.8%、60.6%的中学生认为“时代造就英雄”［31］，“英雄

人物的出现也取决于个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主观条件、机遇等偶然因素”。从英雄与人民

的关系来看，中学生普遍认为英雄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分别有80.3%、67.2%、42.8%的中学生

认为“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32］，“人民是真正的英雄”［33］，“脱离了群

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34］。同时，也有少部分中学生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认同

“英雄建构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分别有7.3%、5.7%的中学生认为“英雄是统治者宣传、塑造、包

装的结果”，“英雄是由统治者决定的”，否认英雄出现的客观性。此外，还有14.2%的中学生将

英雄“神化”，认为“英雄是救世主，是神的代表”。

2. 英雄有何作用

对英雄作用的科学认识是正确对待英雄的基石。不同于夸大英雄的“唯英雄论”，马克思

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人物

的行为会推动历史发展进程。

调查显示，中学生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英雄作用的观点，总体得分为77.9分。他们主

要从人类历史、国家、社会和个人四个方面认识到了英雄的作用。第一，认为英雄的人民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58.2%的中学生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

历史”［35］，认同得分为68.3分。第二，认为英雄人物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分

别有78.0%、72.0%、71.4%、66.5%的中学生认为“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36］，“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我们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正是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的牺牲奉献让我们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更近”。第三，认为英雄

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分别有79.1%、78.5%的中学生认为“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能够大力激

发社会正能量”，“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能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第四，认为英雄

对个人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大部分中学生在个人的成长中感受到了英雄的示范引领与激励作

用，82.5%的中学生认为“我们可以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得到启发、受到鼓励”。

近年来，一些消费英雄、过度包装英雄的行为频繁发生，集中表现为恶搞英雄人物等现

象。调查发现，部分中学生也受到了娱乐消费主义的影响，以“庸俗化”的方式来看待英雄的作

用，有11.4%的中学生认为“抗日神剧等拿英雄来搞笑也是可以的，能够使人们放松心情”。另

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英雄作用观——“唯英雄论”也具有迷惑性，50.2%的中学生认同“某些杰出

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夸大具体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把人民群众的力

量置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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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评价英雄

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要遵循

历史、全面、科学的原则。

调查显示，中学生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英雄评价标准的观点，总体得分为77.2分。其

中，分别有68.0%、78.8%、74.3%的中学生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

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37］，“评价历史人物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与

马克思主义英雄评价观不同，“唯道德评价论”认为，在评价英雄时，应以“道德”作为唯一评价

标准。调查发现，有13.4%的中学生认同“唯道德评价论”。另外，还有9.4%的中学生认为“英雄

应该是完美无缺的”。这种观点过度鼓吹英雄的完美，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地评价英雄，一方面

拉大了英雄与中学生的距离，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彻底否定英雄的现象，不利于在中学生中形成

学习英雄的良好风气。

4. 如何对待英雄

如何对待英雄是英雄观的行动维度。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尊重英雄、维护英雄。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

英雄的浓厚氛围”［38］，只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39］。

从调研结果看，中学生较为普遍树立了如何对待英雄的正确观点，总体得分为74.4分。第

一，认为要崇尚英雄。分别有78.0%、82.7%、79.0%的中学生认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

雄、英雄辈出的民族”［40］，“当前我们应弘扬英雄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应在

社会广泛开展英雄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第二，认为崇尚英雄的一个体现就是捍卫英雄。分别有

67.7%、62.6%、58.5%的中学生认为“虚构英雄、调侃英雄、丑化英雄的言行都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

罚”，“应当通过完善的法律来维护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会主动同歪曲历史、污蔑英雄的行为作

斗争”。当被问及看到“邱少云被火烧仍坚持不动违背生理学”“雷锋的好人好事都是摆拍出来的”

等类似说法怎么想或怎么做时，高达84.5%的中学生表示“感到愤怒，会主动找更多资料反驳”或

“主动向家长、老师寻求帮助，辨明真伪”。第三，认为只有学习英雄，才能让英雄之魂融入血脉，让

英雄精神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分别有78.9%、78.8%、78.2%的中学生表示“会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英雄宣传活动”，“会主动了解英雄事迹并学习英雄人物的好的思想品德”，“愿意向别人讲述英雄

故事”。第四，认为要高度关爱英雄。分别有75.2%、56.2%、39.4%的中学生认为“如果英雄人物需

要帮助，我会主动帮忙”，“国家应该给英雄物质奖励”，“给英雄多少荣誉都不为过”。时下，一些

错误社会思潮频频宣扬利己主义的低俗观念，批判无私奉献的精神价值，宣扬“世界上不可能真

正存在无私奉献的人”等错误观点。调研发现，分别有16.4%、10.6%的中学生认同“我们要把英

雄像神一样顶礼膜拜”，“英雄的标准太高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等错误观点。

四、中学生英雄观培育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分析

对于中学生英雄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要找到具体因素，还要揭示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及运行机制。本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了以下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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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中学生英雄观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

学校氛围

同辈群体

传统媒介

网络

影视作品

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

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

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

忽视型家庭教养方式

课程教育

教师引导

知识水平

闲暇自我提高

R2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模型1Beta

0.055***

0.052**

0.054*

0.095***

0.093***

——

——

——

——

——

——

——

——

0.235

模型2Beta

——

——

——

——

——

0.011

0.089***

－0.068***

0.027

0.174***

0.087***

——

——

0.262

模型3Beta

——

——

——

——

——

——

——

——

——

——

——

0.044*

0.115***

0.047

模型4Beta

0.017

0.032

0.037

0.067***

0.072***

0.006

0.083***

－0.054***

0.030

0.126***

0.012

——

——

0.322

模型5Beta

0.012

0.024

0.038

0.061**

0.070***

0.008

0.083***

－0.053**

0.033*

0.132***

0.008

0.042**

0.037

0.334

（一）显与隐——影响中学生英雄观的教育因素与环境因素

首先，中学生英雄观是隐性环境因素与显性教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模型1中的自变量

（隐性环境因素）能够解释模型中因变量变异的23.5%。模型2中的自变量（显性教育因素）能

够解释模型中因变量变异的26.2%。模型4中的自变量（既包括隐性环境因素也包括显性教

育因素）能够解释模型中因变量变异的32.2%。这也凸显了显性教育与隐性环境在现实层

面相统一的必要性，即在对中学生英雄观的培育中，我们应该做到两手抓，构建同向而行的

英雄观教育模式。

其次，相较于隐性环境因素，学校和家庭的显性教育起到了更为强大的直接作用。回归结

果显示，在诸多的影响因素当中，课程教育的影响效果是最大的，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26。

这说明学校在其中发挥了主渠道和主导性的作用。

最后，现实与网络环境对于中学生英雄观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网络新媒体、影视作品均对中学生英雄观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

别为0.067、0.072。这说明传递英雄正面信息的互联网与影视作品对于培育中学生形成正确的

英雄观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内与外——影响中学生英雄观的个体因素与外在因素

为了探究内因与外因对中学生英雄观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分析回归模型中各个自变量对

中学生英雄观的影响路径，本研究将回归分析模型5中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变量（网络、影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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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以及课程教育）作为自变量，将知识水平和闲暇自我提高这两个个体

维度的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用Amos做了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为：CMIN/DF=

1.275，TLI=0.993，CFI=0.998，RMSEA=0.018，具体影响系数见图3和表8。

e2

网络

影视作品

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

课程教育

知识水平

闲暇自我提高

马克思主义英雄观

e3

e1

0.36

0.27

0.32

0.40

0.15

0.12

0.17

0.15

0.19

0.15

0.16

0.28
0.06

0.21 0.09

图3 中学生英雄观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分析

表8 中学生英雄观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分析（标准化系数）

自变量

网络

影视作品

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

课程教育

知识水平

闲暇自我提高

中学生英雄观

直接影响

0.188

0.147

0.160

0.279

0.092

0.063

间接影响

0.011

0.009

0

0

0.013

0

综合影响

0.199

0.157

0.160

0.279

0.106

0.063

一方面，个人的知识水平与闲暇自我提高均对中学生英雄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

味着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越多，越易于形成科学、正确的英雄观，越有助于抵制错误的英雄观。

中学生在课余时间越重视自我提升，如看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经常读书

看新闻等，越容易形成科学、正确的英雄观。在两个个体中介变量中，闲暇自我提高的习惯对

于中学生英雄观的影响略低于知识水平的影响，但知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闲暇自我

提高的习惯来影响中学生的英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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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隐性环境因素依托于个体因素对中学生的英雄观发生作用。作为隐性环境因

素，网络与影视作品既直接（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88、0.147）又以闲暇时间的自我提高作为

中介间接地影响了中学生的英雄观（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0.009）。

五、新时代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英雄观的对策建议

基于中学生英雄观的现状、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新时代在青少年中培育科学

英雄观，应着力加强唯物史观教育、创新英雄人物榜样教育、加强家校社环境建设、注重个体

闲暇德育。

（一）加强唯物史观教育

正确的英雄观来源于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深刻揭示了英雄的来源和作用，是当代青少年树立科学英雄观、抵制唯心主义英雄观的理

论基石。研究发现，中学生总体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特别是英雄来自何处的认同度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部分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存在英雄观错位的问

题。究其缘由，在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还没有系统建立起来。这就要

求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唯物史观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提高自觉鉴别与批判历

史唯心主义的能力。

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青少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彻底

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人类发展史。调查显示，在对非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态度

上，初中生的认同得分平均值为30.1分，显著高于高中生（24.3分）。笔者认为，除了年龄导致

的认知差异外，还在于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同。从当前初高中思政课程安排来看，

初中生的思政课程更多地倾向于提升其道德修养、责任意识及培养健全人格，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涉猎较少。这一研究发现提示我们，在初中阶段

相应的思政课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以恰当方式融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

育，引导他们以唯物史观去认识社会。二是加强历史教育，引导青少年在对中共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习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解历史

前进的规律，看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三是深入开展实践课堂，让青少年在人民群众火热

生动的实践中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建立起人民英雄的观念。

（二）创新英雄人物榜样教育

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对个体，特别是对青少年有价值导向、精神

激励、行为规范的作用；对于社会，英雄是承载、广泛传播和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载体［41］。创新英雄人物榜样教育，需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两方面着手。

从内容上看，要丰富榜样宣传的人物类型。研究发现，中学生对各个时期的许多典型英

雄人物存在不熟悉、不了解的情况。如有32.4%的中学生不认识“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

宝；有37.2%的中学生不认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于漪。这提醒我们要特别

加强对各个时期、各种类型榜样人物的宣传教育。一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人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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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青少年增强文化自信，树立关心国家利益和安危的民族大义与报效祖国的价值观。二是宣

传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英雄人物，引导青少年感悟革命先辈们

的英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三是宣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特别是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典型先进模范，让青少年充分认

识到如何做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四是加强对平凡英雄的宣传，让青少年意

识到英雄就在身边，英雄无处不在，英雄并非高高在上。

从方式上看，对榜样的宣传教育要贴近青少年特点。一方面，可以设置以“榜样教育”为

主题的在线课程，通过线上课程、线上视频、线上讨论等形式，将榜样人物的成功经验和方法

传授给青少年，让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学习榜样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通

过开展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榜样人物宣讲会、榜样故事会、榜样人物展览参观等活动，宣传英雄

人物事迹，让他们把握英雄榜样的内在特质，传承英雄榜样的精神内核。

（三）加强家校社环境建设，凸显文化育人

研究发现，有少部分中学生受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影响，在英雄的来源、

作用等方面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强化隐性教育，将隐性教育体现在

家庭、学校、社会各个环境中。其一，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父母首先要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建立尊重英雄、崇尚英雄的家风，在家庭中讲好英雄故事，引导孩子正确看待英雄及

英雄行为。同时，父母也要保持言行一致，在英雄观的落实上以身作则。其二，营造学校英雄

教育氛围。要注重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寻找合适的场地摆放英雄雕塑、布置宣传栏等，结合当

地实际建设红色主题教育场馆，完善学校英雄教育的硬件设施。要发挥校园媒体和网络平台

的舆论引导作用，充分运用校园媒体和网络平台传播各行各业英雄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

使英雄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生活。其三，有效发挥大众传媒的价值引导功能。要继续强化在

主流媒体中的英雄宣传力度，通过主流媒体牢牢把握舆论主导权，积极主动占领网络舆论阵

地，充分发挥影视作品等视听载体的价值引领功能。

（四）注重个体教育，加强闲暇德育

研究发现，闲暇时间注重自我提高的中学生英雄观更为积极。这提示我们，要注重引

导青少年合理安排闲暇时间，养成良好的闲暇习惯。在课堂中，要着力提高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使其在课堂之外也能够自觉主动地进行知识的学习和积

累。在课堂教育之外，教师与家长应有意识地为学生推荐一些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

博物馆、纪念馆中相关主题的展览，引导学生合理规划闲暇时间，利用闲暇时间了解英雄故

事，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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