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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立人教育”的思想来源

吉首大学“立人教育”思想于 2010 年正式提出。 其

内涵可描述为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五育”并举，
实现受教育对象的“两个提升”，即品德、品质与品味的

提升，能力和素质的提升，进而达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

和谐统一。作为一套观念体系和实践模式，“立人教育”
蕴含着学校对人才培养工作的顶层设计、 宏观目标和

具体要求， 彰显着学校对育人工作和人才观念的具体

理解。
一、本体价值与人本教育思想

任何一种教育都有自己认定的本体价值，“立人教

育”自然也不例外。 “立人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

和实践形态， 其本体价值的建构和确立与当前高等教

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校的办学实际有关， 同时更

为重要的是受启发于中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各种教育

本体价值观念。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虽然有关教

育本体价值的观念林林总总， 但以受教育对象为核心

来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归并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受教育

的人作为教育本体价值设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种

教育本体价值认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和根本目的是开发

人、发展人、提升人、服务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培养人是教育唯一使命。 另一类是以受教育的人之外

的其他事物为依据来建构教育本体价值的教育思想。
这类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的对象是人， 但教育行为和实

践的本体价值却是人之外的其他的目的。
“立人教育”，就是通过高等教育实践使受教育者

实现站立或者直立， 当然这种站立或者直立更为重要

的强调是一种生命个体独立性的站立或者直立， 更偏

向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通过“立人教育”的

实践， 使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 变成一个社会性的

人， 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价值论意义上的人。 在

“立人教育”的本体价值视域中，受教育的人不再是一

种达成某种外在目的的方式与手段，人的站立、发展与

完善就是“立人教育”的终极目的。 也就是说，“立人教

育”从中西人本教育思想中吸收精神养料，确立人的站

立、发展与完善作为自己的本体价值，通过高等教育实

践，使每一个个体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使大学生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责任担

当的顶天立地的生命个体。
二、内涵构造与全人教育思想

现代高等教育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影响，着

眼于受教育对象能够立竿见影地彰显自己知识和技能

的培养与训练，导致人才培养呈现单向度化、片面发展

的状态。“立人教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教育应该要给

学生怎样的养分和营养配方， 才能够避免高等教育实

践中人的片面发展呢？ 什么样的人才是“立人教育”中

理想的人， 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达到这样的培养效

果呢？ “立人教育”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回答在哲学层

面上受启发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教育学层面上

受到了全人教育思想的影响， 并据此进行了 “立人教

育”的内涵构造。
全人教育认为理性仅仅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维度，

人除了理性这个维度之外，还有众多其他的维度。全人

教育思想将人视为一种结构性存在， 认为教育除了应

该发展传统高等教育重视的人的以理性为内核的智力

之外，还应该发展人的潜能、张扬非理性力量，包括情

感、社会、身体、创造力、直觉、审美和精神潜能等方面，
并围绕人的发展的这些维度来构建教育内容， 组织教

育过程。
“立人教育”对何谓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教育做了

一种切合自身的本土化的理解，描绘人的理想的、终极

的发展状态。 “立人教育”对一个“正常人”、“健康人”、
“全面人”应该要具备的各种要素和内容，提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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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看法，并尝试提出了育人的“营养配方”，从结

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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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

并举”的“立人教育”内涵结构体系，以实现人的多维性

和全面性的发展。
三、纵深定位与素质教育思想

每一种教育类型，诸如“立人教育”中所倡导的“德

育、智育、体育、心育、美育”，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的纵深

结构，这种纵深结构由表及里体现为知识、能力与素质

三个层面。 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教育、对人的

理解不同， 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就会体现其对三个层

面的不同着力点，有偏重知识的高等教育，有偏重能力

的高等教育，还有偏重素质的高等教育。
素质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与教育体系

中的独有概念。 它打破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单一成才

观念，关注全体学生的成长，提升全体学生的素质。 它

提供了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考察教育纵深结构

的视角，开启了思考教育的深度模式。从教育的纵深结

构视角来看，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的理论概

括和科学总结，它面向学科，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自身

的逻辑规律性，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特征；能力是指向实

践的，建基于知识，是人认知和改造自身与外在世界的

能动力量；素质则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的

教育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心理品

质。 素质是能力的内化，能力是素质的表现。
“立人教育”吸收中国当代素质教育的思想，在纵

深结构上，以学习知识为基础，以形成能力为中介，以

内化为素质为目标。也就是说，“立人教育”在纵深结构

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上与中国当代素质教育思想的理念

和目标是一致的， 是对中国当代素质教育思想的具体

化。只有通过将知识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内化成人正

确的、稳定的心理品质，人才被真正地立起来。
四、现实关怀与平民教育思想

“立人教育”在横向结构层面要全，在纵深结构层

面要深，但在思想层面还要解决的是，要“面向谁”、“为

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即现实关怀问题。现代教育尤

其是现代高等教育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主要是一种精英

教育，是为了培养治国理政、推动社会发展的知识精英

和社会精英， 这种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形态。 客观而

言，从接受教育的人数来说，精英教育是一种少数人的

教育，惠及面非常有限，大部分普通人得不到受教育的

机会，被排除在这种教育之外。

人类教育史上， 一直有一种与精英教育在价值取

向上不一样的教育形态。这种教育面向没有贵族血统、
没有特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以提高他们的

文化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为目的， 这种教育即平民教

育。 平民教育思想在人类的教育思想史上虽然较为微

弱，但却一直贯穿于教育史的始终，无论是孔子的“有

教无类”教育思想，还是西方古典社会的“自由民”教育

思想，以及现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育思想，在某种意

义上说， 都是一种平民教育思想。 在中国的教育实践

中，20 世纪以来，以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教 育 思

想家为中心所主张的教育要面向劳工大众， 面向平民

百姓，提高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的教育，就

是一种典型的以贯彻平民教育思想为目的的教育行动

和教育实践。
“立人教育”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所在服务区域的

现实需要，以及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办学功能，认为

“立人教育”的现实关怀主要是满足普通老百姓和适龄

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来培养人才， 人才培养以解决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难题为关切，
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科技的需求，增强培养

对象对区域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将立足区域、服务

区域、发展区域作为历史使命，使“立人”实践面向普通

百姓，面向区域基层，将服务百姓、造福百姓作为自己

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使命。
“立人教育”思想蕴含着吉首大学五十余年来办学

的历史积淀和数代吉大人不懈的精神追求。 “立人教

育”将培养能够在精神上独立、在行为上顶天立地的人

与 区 域 发展 和 普 通老 百 姓 的现 实 需 要紧 密 地 结 合 起

来，满足区域内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破解大湘

西地区地域偏远引进人才难的历史难题， 切实推进湘

鄂渝黔边区的发展， 同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办学个性

与办学特色。

[本文为湖南省 2014 年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民族贫 困 地 区地 方 高 校‘立 人 教 育’研究 与 实 践”
（项目编号：2014302）、湖南省 2012 年普通高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 “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服务武陵山片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群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

号：20122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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