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学生养成教育的文化选择*

一、高校学生的 养 成 教 育 要 高 扬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的旗帜

大学生的养成教 育 ， 通 常 意 义 上 指 的 是 大 学 生 日

常 行 为 规 范 或 良 好 行 为 习 惯 形 成 的 教 育。古 人 云 ：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的本性自然生成，后

天的教育和培养也能使人形成或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成为真正的人才。对大学生进行养成教育，无 论 是 从

人的习惯特点来看，或者从人的发展目标来看 ， 都 必

须注意教育的文化选择。人类行为习惯的特点 在 于 它

的后天性、稳固性和自动性，也就是说，人的 行 为 习

惯 并 非 遗 传 而 来 ， 而 是 在 后 天 的 生 活 环 境 中 习 得 的 ；

经过多次重复的习惯，一旦得到强化就会趋于 定 型 稳

固；在一定情况下，人的习惯会自动进行一系 列 的 条

件反射。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学生的人生价 值 目 标

设定不同，学生后天习得的行为习惯也会不同。为 了

落实我国的教育方针，高校对大学生的养成教 育 就 必

须 注 意 文 化 选 择。爱 因 斯 坦 在 纪 念 居 里 夫 人 时 说 过 ，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人 ， 可 以

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却不能成为 一 个 和

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 人 ， 进

而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高校在实施学生 养 成 教

育的活动中，进行文化选择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前，高校在开 展 学 生 养 成 教 育 的 工 作 ， 高 扬 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 义 为 指

导，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核 心 价

值 体 系 ， 是 一 个 国 家 的 主 心 骨 ，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
它在大学生的养成教育中起着基石的作用。因 此 ， 在

实 践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的 工 程 中 ， 要 突 出 主 题、
把握精髓、打牢基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 与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相 适 应、与 社 会 主 义 法 律 规 范 相 协 调、
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 ， 另

一方面，要加强共同理想信念的教育，引导学 生 树 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把先进 性 与 广

泛性相结合，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公德、职 业

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和完善 不 同 层 次

的道德体系。笔者所在学校在学生养成教育 的 调 查 中

发现，学生在文明班级建设中，将自己的日 常 行 为 规

范约定为 10 个字：即爱 （爱祖国、爱人民、爱 学 校、
爱班级、爱公物）；敬 （敬国旗、敬领袖、敬老师、敬

长辈、敬可敬之人）；讲 （讲政治、讲文明、讲纪律、
讲团结、讲礼貌、讲卫生）；勤 （勤学习、勤思考、勤

锻 炼、勤 劳 动）； 守 （守 法、守 信、守 孝、守 则、守

时）；戒 （戒骄戒躁、戒虚伪欺诈、戒松散拖沓、戒网

络成瘾、戒妄言妄行、戒丑陋行为）；做 （做智者、做

强 者、做 廉 者、做 勇 者、做 时 代 新 人）； 修 （修 身 养

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格物求志、洁身 自 好、见

义勇为、克己奉公）；节 （节约资源、克勤克俭、远离

奢侈、低碳生活）；不 （不损国耻校、不贪慕虚荣、不

拉帮结派、不充当黑客）。诚然，这 10 字规 范 ， 在 内

容上尚不够完美，但学生的 10 字规范高扬了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旗帜，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二、高校学生 的 养 成 教 育 要 批 判 吸 收 西 方 社 会 文

化的合理成分

恩格斯指出：“一 切 已 往 的 道 德 论 归 根 到 底 都 是

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从经济状况来看，西方国

家推行的私有制经济和市场化运作的体制， 使 西 方 的

道德规范有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要 求。市 场

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犹如亚当·斯密

在 《国富论》 中所述的那样，人的本性是具 有“利 己

心”的，就是说，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人 又 是 有

理性的，每个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 自 然 应

有按自己方式行动的自由，如果不加干预， 他 不 仅 会

达到个人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有助于 推 进 公 共

利益。经济是文化的集中反映，文化是社会 经 济 的 晴

雨表。这样的经济理念，反映到社会道德的 层 面 ， 就

必然引发市场主体的商品拜物教。其表现就 是 物 质 崇

拜思想猖獗；商品货币关系泛化；拜金主义恶性膨胀。
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二是自由竞争，竞争对经 济 发 展 的

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不当竞争为市场 主 体 的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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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在实施学生养成教育的社会工程中，要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批判吸收西方

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精髓，理智地进行文化选择，才能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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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我诈的不健康、不道德的意识培养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 社 会 状 况 来 看 ， 兴 起 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的

“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思潮，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

德伦理要求也是大相径庭的。第一，后现代主 义 主 张

尊重个体的主体认识、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推 崇 平

等对话，这对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和谐 发 展 具

有积极作用。但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怀疑主义、虚 无

主 义 ， 使 年 轻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没 有 了 最 高 的 理 想 信 念 ，

他们只能在困惑与失落中随波逐流，麻醉自我。第二，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诉求和对个体 情 感 体

验的强化，使人们放弃了社会责任，放弃了道德原则，

进而以极端个人主义、实用利己主义作为自己 的 生 存

法则，它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 取 向 是

背道而驰的。
然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又使得世界各国，

各 民 族、各 地 区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和 渗 透 在 不 断 加 强。
西方国家一些本土文化的合理成分，日益被世 界 各 国

所承认。资料显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 里 士 多

德曾先后提出了“明智、勇敢、节制、正义”的“四

主 德”和“勇 敢、节 制、宽 大、高 尚、温 雅、恳 切、
诚实、谦恭、明智、公正”的“十美德”等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规范，西方许多国家的学校至今仍作 为 教 育

学生做人的“重要的或基本的德行”。在美国，国会认

可 的 青 少 年 核 心 的 道 德 价 值 观 是 ：“同 情”“勇 敢”
“礼貌”“公正”“诚实”“善良”“忠诚”“坚毅”
“尊重”“负责”等。美国原总统里根曾特别强调学校

应培养美国人的“国民精神”，而“爱国”是位于“国

民精神”之首。在美国的大学都将热爱国旗作 为 爱 国

的重要标志。所以，许多美国高校的教室都挂 有 国 旗

和学校所在州的州旗。每一天学生做的第一件 事 就 是

面对国旗肃立，右手置左胸前，神情虔诚，庄 严 地 念

道：“我效忠于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在英国，学生

的核心道德观念是：“对人的尊重、公正与合 理、诚

实、守信。”在新加坡，教育发展总署统一编写了 《好

公民》 教材，借以培养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 常 年

开展“礼貌运动”，培养具有本国核心道德价值观的合

格国民。
中西方国家的社 会 文 化 差 异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 它 预

示着中西方国家对学生养成教育的内容、方法、目 标

都有自己的合理成分和独到之处。教育作为人 类 智 慧

的结晶，本身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和继承性，所 以 ， 批

判吸收西方国家文化的合理成分，成为了我国 高 校 实

施学生养成教育的文化选择。
三、高校实施学生的养成教育要发 掘 我 国 传 统 文

化的时代精髓

中 国 文 化 ， 历 史 悠 久、源 远 流 长 ， 绵 延 至 今 ，

6000 余年。儒家的仁义道德有口皆碑，道家的人格训

导百世流芳，禅宗“体悟、觉悟”的行为实践 规 则 所

温藏的深刻哲理，皆是养成教育思想宝库的瑰 宝。我

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养成教育思想，确实是中 国 传 统

文化的一支奇葩。依照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 论》 一 书

中 的 记 叙 ， 《易 经》 中 的 《贲 卦》 说 ：“刚 柔 交 错 ，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天文以察时 变 ， 观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这 种“以 文 教 化”成 为 了 中 国 传 统

“文化”的重要思想。再则，从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

看，我国古人很重视子女的“做人”教育， 如 《弟 子

规》 中对子女的言行举止、生活细节等都规 定 得 非 常

详细、具体。“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在处理人际关

系的问题上，又提出“首孝悌，次谨信，泛 爱 众 ， 而

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特别是我国上古时期有道明

君大舜传禹王的修心之法，号称是中华文化 经 典 中 记

载 的 最 早 的 心 法 ， 最 上 乘 真 功 正 法。即“人 心 惟 危 ，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日常生活中，作

为 社 会 的 人 ， 首 先 要 做 到 孝 敬 父 母 ， 友 爱 兄 弟 姐 妹 ；

其次，一切言行中要谨慎，要讲信用；与大 众 交 往 时

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 学 习。在

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传统 文 化 主 张

爱 国 主 义 的 立 场。如 孔 子 的“杀 身 以 成 仁”， 张 载 的

“同胞物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思

想绽放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光辉。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 东 同 志 早 在 20 世

纪中叶就提出来了正确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遗 产 的 基 本

原则。高校在实施大学生养成教育的社会工程建设中，

必须坚持这项原则，科学的进行文化选择， 就 能 从 根

本上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和正确的处世态 度 ， 形 成

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更好地实现 我 们 的 教

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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