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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若干环节
□ 虞 筠 杨亦农

摘 要: 大学是人文素质教育最集中的园地 , 具有家庭、社会无可替代的作用。坚持以人为本 , 遵照学生成长规

律, 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是大学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因此, 要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

中的主导作用, 抓好课内教学的主渠道建设 , 加强社会实践 , 努力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

人文素质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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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人才作为永

不枯竭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 已成为国际竞争中具有决定

性的力量。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基地, 肩负着

培养千百万时代所需求的人才的历史使命, 它也具有科学

研究、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化、培育和创造时代先进文化

的功能。因此大学是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教育最集中的园

地 , 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 , 具有家庭、社会无法相比的

作用。

一、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教师是学生敬慕的偶像和效法的标准, 对学生人文素

质的养成更具冲击力和穿透性。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系统化、

学术化、价值化的人文素质教育, 需要教师从培养的目标和

规格上指明方向。教师通过言传和身教两种手段, 发挥着设

计和疏导的作用。教师的艺术在于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

西, 而这首先要使学生对这种教育发生兴趣 , 调动学生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 , 通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启迪和生动活泼的教

学方法, 使学生从内心产生自觉的人文向往和追求 , 自觉地

在正确和错误、优秀和不良之间进行选择和取舍 , 从而在更

深的层面上建立起对人文素质的认同和判断力, 提高自我

把握人文素质的发展方向。教师不但要“授业”、“解惑”, 而

且还要“传道”。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传道”。传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之道 , 传中华民族精神之道 , 传民族自信心、自尊

心、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之道 , 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之道 , 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道 , 传“八荣

八耻”之道 , 传正确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思想之道。教师不

仅要教育学生有真才实学, 更要教育学生有崇高的品德。不

仅要教育学生会做事, 更要教育学生会做人。上述一切 , 教

师的模范作用和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就教师的言传功能而言, 在许多学生的心目中 , 教师的

观点就是准则 , 教师的思想就是真理 , 教师的价值观念和人

文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复制到学生的思想之中。教师

若说人文素质教育不如专业教育有用, 那怕事实不是这样 ,

学生也不会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投入应有的精力和时间 ; 教

师若说某个课程不值得学 , 那怕这个课程很有意义 , 学生也

不会去花工夫。教师对重点课程、重要人物、重大问题的价

值判断, 必然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好恶和思想取舍。教师正确

的言传 , 对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养成 , 有决定性的功劳 , 错

误的言传则反之。

就教师的身教功能而言 , 在许多学生的心目中 , 教师就

是标准形象 , 教师就是定位准星 , 教师就是照面镜子。学生

的学习和风气, 不是从课本中读得的 , 也不是在课堂上听得

的 , 往往是教师带出来的 , 教师的行为方式和公开形象在

很大程度上会复印在学生的外在形态中。教师是严格的, 学

生就不敢马虎 ; 教师是守规矩的 , 学生就会感到有制约 ; 教

师不拘小节 , 学生就学着满不在乎 ; 教师没有是非观念 , 学

生就会弄糊涂。教师对改革和发展 , 对学校的管理和建设 ,

对学生的进步和成长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 必然影响学生的

态度和行为选择。对于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养成, 教师正确

的身教, 是负责的行为, 不良的身教, 是失职的行为。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人

文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 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必须有高度

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 , 要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 拥有良好的师德规范。师德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倘

若师德失范, 不仅直接影响自身的完善 , 而且也影响学生的

全面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教师既要严格要求

学生 , 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 , 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学生 , 尊重

学生的人格 , 尊重学生的个性 , 特别是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创造精神 , 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 循循善诱 ,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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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 , 使学生在发自内心

的自觉学习中, 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二、课内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

课程内容水平的高低、教学方法的好差 , 都会对学生人文视

野的宽窄、人文内涵的厚薄、人文胸怀的广窄、人文能力的

大小形成因果联系。优秀精品课程不一定使所有学生都能

成为优秀人才, 但是优秀人才一定是通过优秀课程的培养

成长起来的。高水平的教学内容, 反映的是人文科学研究的

前沿问题、前沿动态和前沿成果, 回答的是现实世界中令人

求解的社会问题和人文困惑, 体现的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

的规律和人文素质发展的规律。学生通过这样课程的学习,

不仅能够接受优质的人文知识 , 也能进行深入的人文思考 ,

最终获得切实的人文修养。充满活力的教学方法, 教给学生

的不是现成的答案 , 而是获取答案的方法; 引导学生学习的

不是死记硬背, 而是动态性的思考; 使学生得到的不是僵死

的教条, 而是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 促使学生实现的不是

知识的堆积, 而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生通过这样的教学

方法的培养 , 能够在从人文知识向人文素养的内化上迈出

实质性的步伐 , 能够掌握面对各种新的环境、新的问题 , 进

行人文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 ,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和激烈市场的竞争中, 创造性地进行人文修养和自我完

善。

三、加强社会实践 , 积极开展社团活动 , 在建设校园文

化中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

课堂教学告诉学生什么是优良素质, 而优良素质的实

现往往在课堂之外。人文素质是通过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

和应用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人文知识的接受、消

化和应用, 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 , 提供了更为宽广的

教育平台和更多更活的教育方式, 使学校各种有形和无形

的教育要素充分得到利用, 使学生在主体化和系统化的教

育环境中获得满足各种求学需要的可能, 从而进一步领悟

和把握人文知识的深刻含义。

人文素质是通过学生在动脑思考问题和动手解决问题

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和增长点而养成的 , 社团活动和

社会实践为此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 , 促使学生将专业知

识与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实践效能相结合 , 使学

生的理想、情操、智慧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成熟。

人文素质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 通过对优良人文传

统的继承和创新养成的, 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此构筑了

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启蒙于传授, 生

成于应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以特有的教育条件构成教

与学两种主体之间、各种教学主体与客体之间、各种主观认

识与客观存在之间的互动体系, 提供从传授到应用的环节 ,

使学生从中切身体验到优良人文传统的现代意义, 学会尊

重属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 并自觉地加以发扬光大 , 使学

生找到继承和创新的结合点, 进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创新。

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熏陶、滋补的功

能。包括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党风、政

风、教风、学风、校风等在内的校园文化 , 是学校的精神底

蕴、文化内涵和学术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

成, 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是在教育理念与时代相结合、教学

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育人环境与教育要素相结合、使学生做

人与做学问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促进和实现的。包括正确

的价值观、高尚的人格准则、强烈的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 ,

围绕学校的总体培养目标 , 在使学生成为综合素质优良、政

治思想过硬、道德品行高尚、专业知识扎实、勇于创新和创

业、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

人才的目标上, 形成强烈的心灵感应 , 并逐步变为内在的品

质。校园文化对培养学生的爱校敬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

爱校敬业精神, 是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 , 学生只有

树立起强烈的爱校精神 , 才有可能珍重学校声誉 , 尊重教师

的培养 , 爱护同学的友情 , 才有可能确立对学校负责、对自

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 , 乃至对国家负责的行为

责任。校园文化并不教给学生专业知识, 但它给学生以风气

的熏陶、理念的镌刻和精神的滋补。厚重的大学精神、先进

的理念、优良的校风, 使学生在理解学校教育对自己的人生

道路意味着什么 , 勤奋学习和艰苦奋斗对自己的人生价值

意味着什么的价值取向之后, 以顽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品

质去迎接挑战 , 克服困难 , 不断实现人生发展道路上一个又

一个目标。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 “有所发现 , 有所发

明,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更自觉地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

高尚的人 , 一个纯洁的人 , 一个有道德的人 , 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人民的人”。

参考文献:

[1] 杨震.论新时期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J.]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 2006.

[2]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人民出版社, 1986.

[3]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人民出版社, 1994.

[4] 张岂之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J].中国高教研究 ,

2005, ( 9) .

( 虞筠: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教务办主任, 工程师; 杨

亦农: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基础课部首席教授 陕西西

安 710072)

责任编辑 徐建秋

德 育 园 地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