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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德育资源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资源这一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

治教育领域后，高校德育资源问题也逐渐走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高校德育资源的内涵、分类、

特性、开发刺用和整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缋，但仍有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德育资源理论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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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校德育资源的实践已经存在多年，但是

开始对其做理论上的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理论成

果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

部分学者开始逐步关注相关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

止，专题或系统探讨高校德育资源的文献不多，至今

尚无研究此问题的学术专著。已公开的学术论文，相

关硕士学位论文目前仅有6篇。从期刊来看，笔者通

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截至2010年12

月，以高校德育资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主题的论文共有50篇，其中

大部分属于高校德育某一具体资源或某一类资源的

研究，如网络资源、课程资源、隐形资源和社会资源

等，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高校德育资源的内涵、开发

利用和整合等方面，而系统探讨高校德育资源基础

理论的却很少。

一、高校德育资源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德育资源内涵的界定。内涵是系统研

究高校德育资源的理论基石，也是该课题中最重要

的理论之一。目前学术界对高校德育资源的内涵进

行了广泛的探讨，虽然尚无统一定论。但主要围绕

“要素说”展开，只是在具体阐述上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从总体上强调高校德育资源的要素，如陈

胜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指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发利用，

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各种要素的总和”。[tl聂

波、陈兴丽等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是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所选择

利用的，能承载和传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

信息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各种要素的

总和”。I地有的学者将高校德育资源的各要素详细
展开，具体分析，如陈万柏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可以概括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切能够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发和利用的物质、文

化和信息的总称”。13P涂,永红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要素和载

体，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

神等条件。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14】不管从什么

角度解读，大多数学者认为高校德育资源是有利于

高校德育目的实现的各种要素，笔者也认为高校德

育资源必须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物质的或精神的、

显性或隐性的资源，随时可以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

有利于实现德育目的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二)高校德育资源的分类。学术界对高校德育资

源的分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呈现多样化，依据不同

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郭丽萍从多角度对高校

德育资源进行分类：根据高校德育资源的空间分布

不同，可以分为校内资源、校外资源和校内外共有资

源；根据高校德育资源运动特征分为静态资源和动

收稿日期：201l_05—29

作者简介：孙丽丽，女，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匿54 1要
万方数据



孙丽丽：高校德育资源研究综述

态资源；根据高校德育资源的作用方式的不同可以

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根据高校德育资源存在

层面的不同分为宏观资源、中观资源和微观资源，并

且对这些资源形态进行了解释和更进一步的划分，

指出在高校德育中具体包含哪些资源。I习陈胜按资源

属性将高校德育资源分为：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

力资源、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并指出在

高校德育体系中，财力和物力资源处在最下端，起基

础性作用，人力资源居中，处于核心地位，信息资源

在最上端，其地位高于物质性资源，组织、制度资源

则将他们有效连接在一起。161而崔华前仅从德育自身

运行系统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德育资源主要是指“大

学德育的人力资源、课程资源、介体资源、环境资源、

网络资源和文献资源等。”n虽然对高校德育资源的

分类角度多样、成果丰硕，但是根据笔者的综合分

析，这些分类方法仅停留在概念表面，并没有深入挖

掘高校德育资源的层次结构，不利于高校德育工作

者更好地利用和管理德育资源，所以此问题还有待

深人研究。 ．

(三)高校德育资源的特性。学术界研究高校德育

资源特性的文章较少，争论较大，尚无统一定论。陶

金莲认为，高校德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个性特

征主要包括：价值性、共享性和再生性。嗍陈妍则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一般特性和高校德育资源的特

殊属性，总结认为高校德育资源的特性主要可以概

括为：浓厚的人文特性、鲜明的科学特性和无限的增

值性。[91陈万柏认为，高校德育资源具有社会性、主导

性、教育性和流动性。l删总之，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

认识主要还是从文章论述的需要出发，还没有上升

到宏观理论研究的层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高校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高校德育资源开

发和利用是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成果相对较多，

主要集中于两个大方向：其一是对高校德育资源的

纵向开发利用，即对高校德育资源某一具体资源开

发利用的研究，如刘戈和詹健在《高校各类课程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一文中阐述了开发

利用各类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学理依据、原则

和措施等问题；[HI赵丽在《大学校园文化中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文中，从对大学生影响较

大的校园文化资源中挖掘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分别论述了校园群体文化资源、文化、校冈舆论文化

资源和校园建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1121丁振国

等在《引导大学生开发和利用网络德育资源的路径

初探》中，从组织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网站

和网络课件的制作以及引导学生开发本学校(院或

班级)德育资源专题网两方面探讨了网络德育资源

的开发利用，倡导建立网络德育资源体系。【13】其二是

对高校德育资源的横向开发利用，即总体论述高校

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

用的原则、开发利用的内容、开发利用的方法和途径

等几个方面。第一，开发利用的原则。郭丽平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文中提出高校

德育资源开发与利用应坚持方向性与教育性原则、

生活性与时代性原则、针对性与因地制宜原则、校内

为主与校外辅助原则；【14J董琳在《高校德育资源利用

探析》中提出高校德育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原则、协调

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特色化原则、开放性原则和持

续性原则。【151第二，开发利用的内容。孙丹薇在《论高

校德育资源的开发和整合》一文中提出，目前我国高

校值得重视开发的德育资源有高校精神资源中的大

学精神和人文科学思想、高校人力资源中的教师资

源、高校媒介资源中的校网局域网资源，以及社会资

源中的学生家长资源；【-研孟祥玲在《谈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中，从课程、环境、网络等三个方

面分析研究和开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17】第

三，开发利用的方法和策略。董琳在《高校德育资源

利用探析》中论述了高校德育资源开发的四个策略，

分别为内制特色德育资源、外取优秀德育资源、善于

发现并挖掘潜在的德育资源和拓展利用不充分的德

育资源；【18】涂永红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

发》中分析了高校德育资源开发过程中对于思想政

治教育人力资源、方法资源、内容资源和物质资源开

发存在的问题和具体的解决方案。091

(五)高校德育资源的配星。关于高校德育资源配

置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主要集中于高校德育资源

配置的现状和对策的研究。陈万柏分别从宏观、中观

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当前高校资源配置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失衡，以及高校德育资源内部配置的失衡，

并提出了要树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观，有效运用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三项主

要的对策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l加l常立飞指出我国

德育资源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得到合理的

开发和利用，主要表现在：德育文化资源不能有效整

合，财力、物力投入不足，德育人力资源利用不够，社

瑟’55。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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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校和家庭的德育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两

课”效果欠佳等等。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德

育资源配置的方案：以人为本树立德育科学发展观，

挖掘和利用社会德育资源建立德育资源实践基地，

培育校园德育资源建立有专业特色的实践基地，建

设大学生寝室文化开辟德育新阵地。121]陈胜则具体地

指出了高校德育资源配置存在供给不足、分布失衡、

利用率低、闲置与浪费、集中度低，以及对校外资源

重视和利用不够等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和

体制上分析了原因，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具体探讨了高校德育

资源配置的实践问题，重点从微观层面对高校德育

人力、物力、财力、课程、组织与制度资源的配置做了

分析，并将现实空间延伸到网络空间，提出了建立基

于网络的高校德育资源库的设想。／221

(六)高校德育资源的优化整合。目前高校德育资

源的优化整合主要围绕着整合哪些资源，以及如何

进行整合来探讨的。申覃和刘定平指出：“在当前，要

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充分利用高

校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势，积极整合校内的

‘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做到‘软“硬’兼施；同

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育人合力。以

实现育人目的。”瞄许瑞芳结合高校德育的发展，指出

当前高校德育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的

审视与开发，又要站在历史的至高点上，整合外来优

秀的德育文化资源。一方面，要扎根于我国的民族文

化之中，重新梳理、诠释和充分挖掘传统道德资源；

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性地批判吸收现代与后现代西

方德育资源的精髓。嗍

二、当前高校德育资源研究的不足

学术界对于高校德育资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涉及到了高校德育研究的许多方面，而且

有些方面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结论，这些有利于我

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高校德育资源，为今后的研究奠

定理论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仍

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尚不成体系。虽然高校德育

资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领域涵盖

高校德育资源的内涵、特征、分类、开发利用、配置与

优化整合等方面。但是．这些理论的研究还处于零散

起步阶段，有些理论尚未得到重视，如高校德育资源

的功能、范畴等问题；甚至学术界对有些问题的研究

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比如高校德育资源的分类和特

薹56。’强

征等。因此，高校德育资源研究还需要不断的探索，

尤其是涉及高校德育资源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理论，

只有体系框架建立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该课题的

发展。

第二，理论深度不够。当前高校德育资源研究仍

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参差不齐，

多数成果尚处在经验总结层面，具有深刻理性的著

作较少。如对高校德育资源的分类研究，仅停留在表

面问题或文章发展需要的研究，缺乏对高校德育资

源层次结构的系统论证，使得高校德育资源分类没

有统一的参照标准，层次不清。对于高校德育资源建

设的视野仅停留在一些传统资源的研究上，没有紧

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高

校德育资源的研究还主要是从资源学、经济学和教

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把高校德育资源作为这几类

学科的附属品，没有形成高校德育资源自身发展的

学科体系。

第三，研究视野较为狭窄。资源这一概念早在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被学术界关注，国内外学者

在很多学科领域进行过论证，然而我国学者对高校

德育资源的研究仅局限于德育自身的发展过程，对

于国外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用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资源的研究不够重视，研究视野有待拓宽。另一方

面，对于高校德育资源的研究还主要是从资源学、经

济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把高校德育资源作

为这几类学科的附属品，没有形成高校德育资源自

身发展的学科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拓宽眼界，不断

开发高校德育资源研究的新领域，依然是一项十分

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三、高校德育资源研究趋势

纵观近些年学术研究的现状、成就和问题，不难

看出，高校德育资源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今后的研

究重点与走向预期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第一。关于高校德育资源观的研究。高校德育资

源观作为一种支配德育工作者对待高校德育资源态

度和行为方式的主观力量，直接影响着高校德育资

源开发和利用的效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资源问题、效益问题、和谐问题是各行各业都必

须关注和面对的，高校德育也不例外。因此，如何树

立科学的资源观，强化德育工作者的资源意识已经

成为德育工作者必然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关于国外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用思想与实践

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在世界各国各地【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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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敏：试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

信息服务。一是通过主页，可以全方位展示图书馆的

信息资源和服务功能，还可以通过OPAC(联机公共

检索目录系统)以及CALL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来获取其它馆的馆藏资源。二是利用网络导

航。图书馆工作人员应结合本馆的特点，对用户常用
的网络信息和网络站点进行挖掘，并在图书馆网页

上按主题、学科对知识进行分类与有效的管理，同

时．以超文本的方式为用户提供链接。三是开设网上

课堂。用户可以在远程通过网络进入图书馆主页，从

而调出课件，进入虚拟环境下学习。图书馆还可以通

过博客等方式介绍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和检索策略

等。四是瞄准主要服务对象，强化特色服务。每个图

书馆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和相对固定的服务对

象，因此，依据职能定位，关注特定读者群体，发挥自

身优势，搞好特色服务，将是各个图书馆信息服务必

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五是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队伍素

质。当务之急是着眼于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

的实际需要，按照岗位分工，本着“缺什么补什么、需

要什么学习什么”的原则，搞好岗位技能培训。提高

实际工作能力，以适应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不断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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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6页)区往来日益频繁。国际交流与合作不

断增多的形势下，应加强中外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

用对比研究，取长补短，既立足本国国情，又积极吸

收国外关于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经验，达

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第三，关于高校德育资源共建共享问题的研究。

随着社会发展和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大学生人

数日益增多，高校德育资源也日趋紧张，尤其是一些

不可再生资源，如自然资源、财物资源等。如何在现

有的资源条件下，将各要素充分整合，综合开发，共

建共享，实现“1+1>2’’的效果，必然成为提高德育资

源利用效益的突破口。今后，德育工作者应当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不

断探索高校德育资源共建共享的运行机制和模式。

第四，关于高校德育科技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

各个领域。然而，引入到高校德育资源开发中的高新

技术还远远不够，以致限制了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

用的手段和途径，使高校德育资源应有的功能难以

发挥。高校德育工作者应树立现代资源观，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科技成果为高校德

育工作服务，不断创新高校德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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