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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教育”的结构体系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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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立人教育”是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吉首大学近年来提出的一种高等教育理论范式和实践形

态。针对传统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失和实效性不明显等问题，“立人教育”确立了 “以德育为先导，以智育

为基础，以体育为依托，以心育为 涵 养，以 美 育 为 格 调”的 高 等 教 育 内 涵 结 构 体 系，形 成 了 “课 程 引 导、

环境熏陶、实践历练、自我塑造”的实践结构体系，建构了 “着眼过程、服务目 标、注 重 实 效”的 评 价 结

构体系，确保了 “立人教育”目标和理念的实现。在价值取向上，“立人教育”坚持学生普适发展与个性发

展相结合，立足现实与批判反思相结合，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相结合，是当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 学 校 办

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立人教育”　内涵结构　实践结构　评价结构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 （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８－０４

　　近年来，各种诸如 “刘海洋事件”、“马加爵事

件”、“药家鑫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林森浩

投毒事件”等有关大学生行为失范、道德滑坡、价

值迷失、甚至恶意伤害、暴力犯罪的现象却仍然频

繁发生。面对这种现状，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的

高校不得不认真去叩问和反思：当前中国高等教育

出了什么问题，对人才的理解与定位是否出现了偏

差，人才培养的内涵体系是否存在结构性缺失，高

等教育能否有效地改变和阻止这种现象？地处湘鄂

渝黔边区的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吉首大学正是在高

等教育转 型 发 展 和 面 临 新 的 时 代 难 题 的 现 实 语 境

中，以 “立人教育”为旗帜，统领学校的教育教学

和人才培养工作，经过近五年来的探索，对高等教

育面临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回应和破解，形成

了适合自身办学定位的 “立人教育”结构体系，确

立了自身独特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

　　一、“立人教育”的结构体系

“立人教育”作为 一 种 当 代 的 高 等 教 育 理 论 和

实践形态无论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共时

的角度来分析，都能够发现其在遵循人才培养基本

规律的前提下，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

现在 “立人教育”对人的不同理解上，以及对高等

教育的角色与功能的不同期待上。这种不同的理解

和期待落实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其有

别于其他 高 等 教 育 实 践 形 态 的 结 构 体 系 与 实 施 框

架。具体可以细化为： “立人教育”的维度，即内

涵结构体系；“立人教育”的途径，即实践结构体

系；以及 “立人教育”的效果，即评价结构体系。

１．“立人教育”的内涵结构体系

“立人教育”的内 涵 结 构 体 系 的 差 异 主 要 基 于

其对人的不同理 解 上。在 “立 人 教 育”的 视 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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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仅是传统高等教育中以 “智育”为核心的单

向度的人，而是一种肉体与精神的二元结合体，尤

其是在精神 维 度 上，体 现 得 更 为 多 元、多 维 和 多

面。现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受科技理性抑或工具理性

的影响，对人的理解陷入 “角色化”与 “工具化”，
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与功能是将人培养成适合现代

职业分工和岗位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育的核

心价值是以增加国家经济的生产力与竞争力，特别

是 ‘知识经济’的观点提出，更加将人物化，将人

视为国家 ‘人力资 源’，漠 视 人 的 主 体 性，违 背 了

人本教育 的 精 神”［１］。因 此，高 等 教 育 在 人 才 培 养

过程中以发展学生的智力和 培 训 学 生 的 技 能 为 主，
将人的其他众多维度遗忘了，从而导致人才培养的

单向度化。但 “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本质上首先是培

养人，是 ‘育人’而非 ‘制器’”［２］。基 于 此， “立

人教育”试图超越以发展智力为主的教育形态，将

此前高等教育遗忘或者关注甚少的人的其他众多维

度纳入自己的考 量 范 围，倡 导 一 种 “全 人”教 育。
在 “立 人 教 育”的 视 野 中，人 是 一 种 “德、智、
体、心、美”五维的存在。德主要是指思想境界与

道德修养，智主要是指智力、智商与智慧，体主要

指体格与体态，心主要指心灵、心态与心性，美则

主要指情感与情趣。对应人的这五个维度，在 “立

人教育”的 内 涵 结 构 体 系 中，分 别 通 过 德 育、智

育、体育、心育与美育这五种教育类型来实现人的

培养。“立人教育”遵从传统高等教育重视智育的

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将传统高等教育重视不够

或者遗忘了的人的其他维度的教育在 “立 人 教 育”
的内涵结构体系中提到与智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五

个维度应协同发展，不可偏废。在 “立人教育”的

内涵结构体系中，智育是基础，体育是依托，心育

是涵养，美育是格调，五种教育类型相互支撑，从

不同的维度将人立起来。通过 “立人教育”的实施

将人从工具意义上、生物学意义的人转变为社会学

意义上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人，重建人在价值维度上

的缺失，使人从一种匍匐状态站立起来，能够以正

确的价值观念去评价身边的人与事，能够对专业知

识融会贯通，富有创新精神，能够铸就健康的体魄

与优美的仪态，形成健康的心理与心态，能够正确

地面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懂得感动与感恩，成为

一个有格调、有雅兴、有情趣的人。

２．“立人教育”的实践结构体系

“立人教育”在 实 施 过 程 中，形 成 了 “课 程 引

导、环境熏陶、实践历练、自我塑造”的实践结构

体系。这种结构体系主要着眼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与全方位，调动所有与学校教育有关的因素来培养

人才，形成多元立体的育人实践结构体系。课程引

导，主要着眼于课程教学。在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

的教学中，除 了 传 统 的 知 识 教 学 之 外，更 为 重 要

的，要求教师教授课 程 知 识 生 成 背 后 的 求 真 意 志、
创新精神、人生态度和审美情怀。也就是说，课程

教学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知识背

后的精神与信念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环

境熏陶主要着眼于育人环境的构造，因为环境能够

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影响一个人价值

观念的形成。这里的环境分成三个层面，其一是自

然环境，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客观依托。自然

环境求美，学校的校内景观和生活设施，学校进行

统一设计和规划，让学生在这种自然美丽的校园环

境中，能够心境舒畅，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形成

亲近自然，包容万物的心境。其二是社会环境，社

会环境求正，学生在学校生活形成的小环境与校外

的大环境，在当前开放办学的语境中，沟通交流频

繁，渠道多样。面对各种社会思想、思潮，学校利

用各种媒体平台，宣 扬 正 义 和 正 气，营 造 正 能 量，
构造正风气。其三是学术环境，学术环境求真，学

生以学习与研究为中心任务，在 “立人教育”视野

中，通过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的营造，让学生敢于

坚持真理，对学术充满敬畏但又不盲从，能够形成

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实践历练，主要体现为

人才培养的课内与课外的结合，即通过校内的社团

活动与实践平台、校外的实践基地的见习、实习与

实训，在实 践 中 砥 砺 精 神，磨 练 意 志，增 长 才 干，
通过实践将课堂教学的知识内化成自身的能力，同

时在实践历练中进一步强化课程教学中各种精神信

念与价值理想。自我塑造，是在课程引导、环境熏

陶、实践历练这些环节的基础上，通过学生的反思

与自省，使学生形成独立而又正确的人格理想、价

值信念，在内心里能够建构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念体

系，成为一个有责任、敢担当、能奉献、有情趣的

现代知识分子与合格公民。 “立人教育”以 “课程

引导、环境熏陶、实践历练、自我塑造”四个关键

环节构建自身的实践结构体系，通过上述环节的实

施，使 “立人教育”的目标得以实现。

３．“立人教育”的评价结构体系

“立人教育”的评 价 结 构 体 系 建 构 以 “着 眼 过

程、服务目标、注重实效”为总要求， “评价的对

象由单数发展到复数，由个人形态扩大到小型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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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织形态，由个体学力数量化的测量扩大到组织

价值的重构”［３］，评 价 体 系 建 基 于 “立 人 教 育”赖

以存在的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三个系统。其一

是对 “立人教育”施教系统的评价。主要考核教师

在教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是否在介绍专业知识是

什么的同时，注重介绍知识本身形成中所蕴含的质

疑、辩难、批判、反思与创新的思想与观念，以及

知识生成过程中蕴含的哲人、专家、学者、知识分

子对待人生、事业的态度与精神，是否注重引导学

生形成对世界、人生和事业的正确理解，培养学生

正确的知识观、审美观和人生观。考核教师的教学

行为与教学方法是否使学生明白知识和创造知识之

间的关系，明白知识创新对整个人类和生命个体产

生的意 义 和 价 值，让 学 生 懂 得 如 何 让 知 识 造 福 人

类，而不走向相反 的 方 向。其 二 是 对 “立 人 教 育”

受教系统的评价。这个系统主要着眼于对学生的评

价。“立人教育”对学生的评价显然不同于传统的

以智育为主的高等教育的评价。 “立人教育”对于

学生的评 价 从 过 去 的 结 果 性 评 价 向 形 成 性 评 价 转

变，降低课程考核成绩在学生的整个学业成绩中的

比重，将学生在实践环节中创作发表、出版的各类

作品，参与学科竞赛取得的成绩作为学业总成绩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评价 “是对学习过程及其结果

的评价，并 通 过 过 程 评 价 来 影 响 学 习 过 程”［４］。对

学生的课程成绩的评价也有别于知识学的评价，目

的不在于学生对一门课程、一个学科基本概念、公

式、定义和原理的一般性理解与把握上，而是重点

考核这些相关知识是否已经内化成学生自身的思维

能力、理解 方 法 和 创 新 精 神。其 三 是 对 “立 人 教

育”支持系统的评价。 “立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多部门共同支持，通力合作。围绕 “立人教

育”的目标，学校的各职能部 门 都 承 担 着 “立 人”

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因此，学校将所有职能部门

是否积极主动为 “立人教育”提供支持服务，作为

职能部门工作考核的重要观测点列入年度考核的指

标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的工

作作风和服务质量也是 “立人教育”评价内容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学校管理部门和后勤服

务部门的工 作 作 风、工 作 态 度， “身 教 胜 于 言 传”

将极大地影响学生人格建构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加

强对管理 与 服 务 人 员 的 工 作 作 风 与 服 务 质 量 的 考

核，有利于让管理与服务的清廉勤政、诚信热情影

响学生的精神成长。

　　二、“立人教育”的价值取向

“立人教育”通过 对 高 等 教 育 内 涵 结 构 体 系 的

调整，人才培养环节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以及

对人才培养行为的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完善，表达着

吉首大学近年来的办学理想与办学追求，在这些办

学行为与人才培养实践中，形成了吉首大学对高等

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不同理解，彰显着其与国内外其

他大学在举办高等教育时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正是

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办学个性、办学特色和办学精神。

１．强调大学生普适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结合

“立人教育”，从其内涵上来看，是通过高等教

育实践，使大学生 “站立”起来，从自然人变成社

会人，更为重要的， “立人教育”主要着眼于 “精

神、思想、境界和人格”意义上的人的站立，同时

使大学生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立人教育”首先是

对传统高等教育过度聚焦于智育，把人理解成一种

简单的智力的动物的一种纠偏，回归到人的存在的

多维性和复杂性上来，在教育结构上避免单向度的

教育，改变从中学应试教育延续到高等教育里的对

学生的教育偏重智育的 “只顾一点不计其余”的教

育思想与教育观念， “立人教育”在这个维度上可

以称为 “全人”教育， “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

的整体 发 展，包 括 人 的 智 力、情 感、社 会、身 体、
创造力、直 觉、审 美 和 精 神 潜 能 的 发 展”［５］，强 调

人之为人的普适性的价值与观念在 “立人教育”的

实践过程中，每个学生必须发展和确立。譬如，人

的基本道德操守、行为规范、法纪意识、对生命的

尊重，恻隐之心，对自我、他人的关爱，以及起码

的敬畏之心等，并将这些价值与观念内化成大学生

理解自我、他者和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规

避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失，让学生成为一个 “健康

和全面发展 的 人”。但 这 种 发 展 不 是 均 衡 发 展，在

达到上述普适性的发展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

展个性，形成专长，进行差异化培养。因此， “立

人教育”是一种在坚持普适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个性

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态，而不是放弃学生的普

适发展或者普适价值的培养和养成的个性化发展。

２．强调大学生立足现实与批判反思的结合

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上， “立人教育”在价值

取向上 既 不 同 于 “存 在 的 就 是 合 理 的”现 实 崇 拜

论，同时也不同于完全抵抗现实、超越现实的审美

主义。“立人教育”强调人必须生活在现实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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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教育实践中，要求学生必须了解现实、深入

现实、洞察现实。因此，在 “立人教育”的实践结

构体系中，设置了实践历练的环节。通过学生走出

象牙塔，在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加深对我们赖

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的了解，就这个层面而言， “立

人教育”不同于纯粹的理想 信 念 教 育 和 书 本 教 育，
强调学生对现实感受的亲历性和体验性，让学生与

现实产生实实在在的关联，使学生对现实的感受有

质感、有冷暖、有厚度。在 “立人教育”中，立足

现实，也不是让学生完全认同现实或者按照现实的

游戏规则去设计规划自己的未来与人生。而是在开

放性的现实环境中，根据 “立人教育”的目标和价

值诉求，培养学生能够自觉抵制现实生活的不正之

风，对现实能够进行自觉的批判与反思，与现实保

持适当的张力，不完全被现实所同化，不与现实同

流合污。近年来，社会上兴起的市场消费主义、历

史虚无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投机主义、拜金主

义、娱乐主义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的大肆传播对学生

影响深远，各种潜规则、权力寻租、低俗风气、官

二代、富二代、炫富炫美盛行，在这种强大的现实

语境压力下，学生往往容易出现价值迷失。 “立人

教育”在此维度上，着力通过学生批判性的反思能

力的培养，能够让学生产生抵制现实中不正确价值

观念侵蚀的抗体，能够让学生在这些绚丽、迷人和

充满陷阱的现实面前保持适度的清醒和抵抗。

３．强调大学生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的结合

吉首大学是一所办在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的民

族地区地方性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功

能布局中，肩负着为服务区域武陵山连片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和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吉首大

学所主张的 “立人教育”中，一方面，要求学生志

存高远，心怀天下，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奉献青春与

智慧，另一方面，在 “立 人 教 育”的 内 容 体 系 中，
增加了大量的本土特色课程，将学生的教育实践活

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对学校服务区域

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基本区情、区貌的了解，增强学

生对区域内各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

认知，增强学生对服务区域的情感联系，强化学生

对区域文化与价值的认同感。使大部分学生能够扎

根基层，将立足区域、发展区域、服务区域作为自

己的圣神使命。在 “立人教育”的体系中，学校在

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着力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务

实作风，使学生能够用在学校习得的知识和练就的

本领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独立奋进，开创新局，有效

推动区域经济 社 会 发 展，成 为 “下 得 去、留 得 住、
用得上、干得好”的人才。在这个维度上， “立人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既要心怀天下，又要以本土经

济社会发展、本土文化传承创新和本土人才的培养

作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在志存高远的同时

更强调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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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业教育体系跟踪调研，分析我国高校创业教

育体系建设与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如

下：
从宏观角度来讲，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信

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创新与创业已经深

入人心，对于创业的认识众说不一，对于创业的需

求与日俱增，创业教育的开展蒸蒸日上。然而，在

区域之间，高校之间创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直接受

制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开放的程度。高校创业教育

的发展程度直接受制于行政领导的重视程度，领导

重视程 度 决 定 高 校 创 业 教 育 发 展 规 模 与 速 度。因

此，高校创业教育发展没有制度化、体系化，并未

形成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
从微观上来说，各个高校在创业教育目标定位

上不够清晰，没有统 一 的 目 标 和 个 性 的 目 标 设 置；
课程建设较单一，种类相对较少，主要是创业类选

修课程或 融 合 在 职 业 生 涯 教 育 与 就 业 指 导 教 学 当

中，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实践教学更为缺乏，仅

仅以校园创业计划大赛和学生社团远远不能满足创

业教育对高校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高校科技

园的利 用 率 不 高，对 创 业 孵 化 器 的 建 设 和 利 用 不

足；评价方式上尽管较之传统教育已有了实质性的

改变，但是评价指标和效果并没有得以体现；在管

理机构的建设方面绝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形成专门的

管理机构，更多在校团委、教务处、就业处以及热

心于创业教育的部门开展，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组

织，以致在教育教学 和 活 动 组 织 开 展 中 有 所 重 叠，
浪费资源；在校园创业文化建设上依旧未能形成开

放的创业氛围，保障机制。因此，在创业教育的支

撑与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还需要高校、企业、政

府及社会更多的支持。
总之，只有建立系统的创业教育体系，形成完

善的管理机制、制度 保 障 才 能 更 好 地 为 学 生 服 务，
办好创业教育，为经济结构转型，建设创新型经济

体制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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