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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红：大学生德育存在四个方面不适应

作者：蓝红 阅读：291 次 时间：2007-1-1 来源：光明网

      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如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如何使其具备对社会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基本道德素质，如何创新大学生德育教育思维、理论、模式、手段和

方法与高校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结合，非常值得研究。目前，大学生的德育教育

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适应： 

  首先，是大学生理想目标与现实过程的不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体现以人为本为，以集体主义为原

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那么，把大学生德

育教育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结合，确定大学生德育教育的理想目标时，绝对不

能停留在“纸上谈兵”上，必须现身说法、身体力行。面对激烈竞争、充满挑战的现实

社会，大学生实际现状如何、实力如何增强、独特的生存基本功怎么练就，特别是培育

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坚韧顽强的意志性格，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创新的突破口，必

须对理想目标与现实过程的不适应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在对转型时期成功人士的个案研

究中，重新审视德育在其成功因素中的极端重要性，探索可行的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和

谐创新的好思路。  

  其次，是城乡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相互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不同，

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层次不同，城乡大学生思想行为出现多样化现象，当代大

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面对社会转型与变化的实际情况，使得城乡大学生的道德观

念、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差异，传统的一刀切的德育教育方式，很难完全适合城乡不同

背景的需要，大学生道德教育必须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把握城乡不同的

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新要求与新希望。认真区分城乡大学生不同群体，在德育教育实践

中，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区别，仔细研究我国城乡家庭相对富裕与家庭经济相对

困难，对大学生之间的身心变化的影响，通过走访、调研，透彻了解比较融洽的家庭氛

围中成长，相对冷漠甚至成员缺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之间的行为和思想方

面的区别。通过对有远大志向、健全人格、学习自觉、成绩优良的城乡大学生，与缺乏

目标、迫求庸俗、喜欢享乐、学习不自觉、成绩差的城乡大学生对比分析，通过抽样调

查、问卷分析，及时抓住学生群体之间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不同，根据不同群体，采

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德育教育创新实践。  

  再次，是大学生创新激情与深厚基本功的不适应。大学生充满青春活力，往往缺乏

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全面把握、锁定目标、持续奋斗的持久性较差，因此，德育教育创新

必须对大学生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的知心沟通，把真、善、美教育，全方位、

宽领域、多层次、立体式地融入在日常教与学、思与行中。对此，高校应敞开大门与社

会各界的成功人士(创业者、创新者、创造者、创意者)对接，各界携手共进，共同关注大

学生德育教育，把深厚的基本功训练与培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合格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目标和谐统一。“知、情、意、行”四要素有机结合，使架构优化

知识结构与能力本领储备互动双赢。必须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存在的困惑或问题，着重

对大学生道德标准选择的多元化倾向、道德价值判断的模糊混乱，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

背离，知、情、意、行矛盾、道德要求和评价方面存在双重标准等现象，把历史文化、

传统文脉和现代科技的学习与大学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起来，用典型的事例阐



 

明，只有通过良好的德育教育，培养深厚基本功，才能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持续展

示才华，使激情变为理性行动，走向成功。  

  最后，大学生个性张扬与整体和谐的不适应。我们发现在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实用

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存在着信仰与理想观念淡薄化现象，盲目攀比、过分注重实用，

过度重视现实，导致集体主义观念淡薄，个人主义张扬，自觉遵守道德行为的意识不

强，诚信度下降等问题。针对目前部分高校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的课教育,以及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难以让大学生结

合自身实际，能够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思考的现状，学校应研究大学生德育教

育创新的具体手段方式，通过教师与学生针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结合理论研究最

新成果，双向互动式交流沟通。力求适应网络时代，适时及时的更新变化特点，创新教

材内容，增强新鲜感、时代感。我们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只有“载体”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发展要求相匹配，并把不断创新的“载体”与大学生与现实生活

密切联系贯通，把大学生个性的形成与整体和谐氛围的创造，寓于同大学生用心交流、

真诚对话、深入沟通之中，师生共同，一道感受时代的变化、一道培养高尚的情操，在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和谐发展中，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大学生个性

持续健康发展新突破。（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6-12/31/content_5266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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