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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节目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调研报告

栾云霄 1　韩丽娜 2

1.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 哈尔滨石油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 , 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

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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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本次调研报告的研究，基于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展开调研，依托于《平“语”近人》节目，进一步探索大学

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同频共振的方面，积极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青年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价

值观，认真领悟二十大精神，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调研对象及其方法

（一）调研对象

调研报告对哈尔滨石油学院 2022 级部分学生展开

调研，专业有哲学、工学、管理学等，参与调研的学生

数量为 313 人。男生 239 人，女生 74 人。

（二）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共回收调研报告 313

份。问卷采用了匿名方式填写，回收的问卷结果真实有

效。

调查问卷的名称为：《平“语”近人》节目对大

学生价值观影响。问卷中共设置了二十道题目，题目的

设置包括个人信息（1-3题）、节目的了解方式（4-6题）、

节目的喜爱程度（7-12 题）、节目对个人价值观塑造

的影响（13-17题）、节目价值观的认同感（18-20题）

五个部分。

通过问卷结果分析，可以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受大学生喜爱，对大学生价值塑造产生积极影响。

（三）调研目的

以《平“语”近人》节目为抓手，提高大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

的教育引导作用，帮助大学生们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地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根植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种子，真正认识文化自信的内涵，塑造中华

文明文化自信体系。同时，调研内容也可以帮助大学生

们重视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和领悟，引导大家深入学习“两

个结合”的内涵，增强责任意识，践行青年使命。

二、调研结果和分析

（一）调研结果

1. 对节目的了解方式

图 1 您喜欢看哪类电视节目（可多选）

图 2 了解节目的渠道（可多选）

图 3 观看节目的途径（可多选）

调研结果显示（见图 1），54.95% 的大学生喜欢

生活类电视节目，44.73% 的大学生喜欢体育类的电视

节目，42.81% 的大学生喜欢文化类电视节目，40.26%

的大学生喜欢新闻类电视节目，37.38% 的大学生喜欢

军事类电视节目，还有一些同学表示喜欢其他类型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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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节目。以上数据表明，《平“语”近人》节目在大多

数同学喜好的电视节目范围中。

对《平“语”近人》节目的了解渠道的调研结果

分析可知（见图 2），大家了解节目的方式比较多样，

包括电视广告、别人推荐、社交平台信息推送以及节目

宣传信息等。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网络平台使用较多，

可以很好地关注到热门信息。他们选择的观看途径也体

现了这一变化趋势（见图 3）。55.59% 的大学生通过电

视或网络电视端收看节目，46.96% 的大学生使用手机

客户端收看节目，还有 40.89% 的同学使用视频网站收

看节目。说明节目的观看渠道非常多，且推广渠道比较

符合当代大学生的选择倾向。

2. 对节目的喜爱程度

图 4 观看节目的目的（可多选）

图 5 观看节目的收获（可多选）

《平“语”近人》节目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且播出

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不仅与其充满教育意义和引导作用的内容有关，也说明

了内容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感染了观看的人，

从而被人们所喜爱。问卷调查中（见图 4），73.8% 的

大学生表示观看节目的目的是增长知识、感受文化。大

学生们观看节目后也表示确实获得了很多的收获（见图

5），有 69.97% 的大学生认为观看节目可以提升自己的

文化自信，56.55% 的大学生认为节目可以引领他们感

受古人的治国之道、文化精髓等。

图 6 阅读节目中与典故内容相关的书籍

调研结果也表明（见图 6），95.21% 的大学生表

示观看完节目会阅读节目中与典故内容相关的书籍，

38.34% 的大学生表示一定会阅读相关的书籍。这说明

了《平“语”近人》节目对大学生的影响力非常大，且

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3. 节目对个人价值观塑造的影响

图 7 节目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图 8 节目对您哪方面价值观影响最大（可多选）

图 9 节目实现了知识性与娱乐性的统一

图 10 践行节目中宣传的价值观是否存在一定的困难

《平“语”近人》节目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调研结果中显示（见图 7），91.37% 的大

学生认为观看节目确实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影

响，说明大部分学生都能领悟到节目中传递出的正能量

和文化价值。节目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方面的影响最

大，有 78.27% 的大学生给出了这个答案（见图 8）。

节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

多角度的，覆盖人生价值、道德、文化、学习和爱国等

方面。

《平“语”近人》节目不仅很好地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知识进行了传播，还兼顾了人们的喜爱倾向。

92.65% 的大学生赞成这一观点（见图 9），认为节目实

现了知识性与娱乐性的统一，这也为文化类节目的设计

提供了优秀经验。节目中设计的各个环节，有序地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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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传递，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

认识价值观塑造的内在价值，科学地对大学生正确价值

观的塑造提供指导。这一做法得到了 82.11% 的大学生

的认可和支持（见图 10）。

4. 对节目价值观的认同感

图 11 您偏向于哪种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可多选）

图 12 大学生对节目的价值认同问题一

图 13 大学生对节目的价值认同问题二

《平“语”近人》节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

扬和传承提供了一个窗口，拉近了大学生价值观念塑造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

传播的范本。通过调研和分析，明确了大学生群体喜爱

的价值观培育方式（见图 11）；也帮助大学生认识到，

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个体的成功一定要建立在实干基础

上，不断地学习，并且不畏艰险，才可能到达人生顶峰（见

图 12）。同时，人生目标的设立不能局限于自我价值

的实现，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崇德、明德、修德，辩

证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中明确奋斗目标（见

图 13）。

三、结果讨论

问卷调研结果表明，大部分同学喜欢生活类电视

节目，还有部分同学会观看文化类电视节目、新闻类电

视节目，显示出青年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

与他们实际文化素养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目前青年的

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例如：有一小部分

同学看《平“语”近人》节目是为了休闲娱乐，打发时

间与周围人聊天的谈资。说明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体系

还存在欠缺，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重视，并以

家、校、社会融合的方式制定培育体系，优化培养方案，

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尤其是要重视历史知识的融入，

加强“四史”教育，培养大学生成长为思想和行动上的

巨人。

调研结果也表明，社会上各种媒体对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宣传报道力度不够、投入经费不足。

市面上大部分相关传统读物晦涩难懂，对大学生的吸引

力较低。通过收看《平“语”近人》节目，大学生表示

在节目中收获很多。如，文化自信得以增强、感受古人

的治国之道、文化精髓、感受传统的仁政思想、感受传

统道德思想中的精华、体悟古人孝老爱亲的思想观念和

家风的重要性、感受古人的修身、立德、实干、学习、

自察、治世的价值追求、思辨能力的提升等。

结  论：

《平“语”近人》节目很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也给出了发展指引。我们要认真

学习和领会节目的创意设计，这不仅可以丰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还能够真正帮助学生进行价值观

塑造。用典背后是“治世”，用什么、如何用、效果如

何，既是领导能力、治理思想、执政风格的折射，也是

把古人治理智慧运用于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在新时

代背景下，对此类节目展开研究，很好地探索了二十大

报告中“两个结合”内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价值；同时

将节目的影响同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紧密联系，明确对

大学生价值塑造的努力方向：以优秀案例为蓝本，结合

大学生的发展特点，注重教育方式的创新性，多方面有

机联动地进行价值观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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