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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教育”的内涵是实现人从精神和肉体维度上的双重“站立”，实现

人从依靠外力的他律性“站立”到依靠自身内力的自律性“站立”转化。

“立人教育”纠正现代大学教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偏差，提倡全人

教育理念，使高等教育重新回到培养人和发展人的轨道上来。

“立人教育”将人视为一种嵌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群体性存在，教

导大学生以正确的心态来理解和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

●

●

“立人教育”：回归全面育人本性
□刘 晗 蒋 林 李 超 冷志明

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

展战略的确立，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长，
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新的发展语境中，
高校必须突破同质化发展的困境，主动回应社

会关切，自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破

解机制体制障碍， 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凝

练办学特色，以“立人教育”为旗帜统领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

构筑“立人教育”的理念系统

“立人教育”既是一种个性化的当代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实践，同时还是一种本土化的人

才培养理念。 其内涵是通过高等教育的实践，
实现人从精神和肉体维度上的双重“站立”，实

现人从依靠外力的他律性“站立”到依靠自身

内力的自律性“站立”转化。 一个逻辑自洽、定

位明确的“立人教育”理念系统应包含以下子

理念。
类性与全人教育理念。 类性是从人的普适

性角度提出的，是对人理解的宏观视角，强调

人类既区别于其他物种又建构自身的那种本

质规定性。 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劳

动分工的细化以及工具理性的盛行，肩负着全

面育人的现代大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

普适性内涵的丰富性与多维性，过于注重人类

适应各种岗位和职业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落入

了“工具化”与“角色化”的陷阱。 针对这种现

状，高校应擎起“立人教育”的大旗，回应传统

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缺失，纠正现代大学教育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偏差，立足人的类性，提倡

全人教育理念，使高等教育重新回到培养人和

发展人的轨道上来，使人的各种心智能力而不

单纯是智力同时得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群体性与和谐教育理念。 群体性是从人的

归属性角度提出的，是对人理解的中观视角，是

人类内部此群体区别于彼群体的内在规定性。

“立人教育”将人视为一种嵌在各种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群体性存在。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

培养大学生以一种正确的心态来理解和审视自

我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高等教育的实践,培养学

生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在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 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群体与群

体之间、群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

多元、宽容、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
个体性与差异教育理念。 个体性是从人的

特殊性角度提出的， 是对人理解的微观视角，
强调个体之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现代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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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适应社会分工和劳动岗位需要，将人才培

养标准化、流程化和工具化，导致了人才培养

与产品生产的趋同性，忽略了人才培养的独特

性与内在规律性，造成人才培养同质化。 “立人

教育”在人的普适性得到应有的培养和发展的

基础上，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和特长，形成优势

和特色。 当然，“立人教育”理念系统中的这种

差异化教育，不是放弃人的普适发展的“偏才”

“怪才”教育，不是人的结构性缺失的发展，而

是在精神与肉体层面得到相应发展的基础上

施行的差异化教育。

建构“立人教育”的内涵结构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实践形态，“立人教育”
形成了自身不同于其他办学主体对高等教育

和人才培养的理解，同时也在多年的实践中积

累了对应该实施什么教育内涵、向学生灌注哪

些教育养分等问题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对传统五种教育类型的独特理解，建构了新

型的“五育并举”的内涵结构关系。
以德育为先导。 在“立人教育”中，德育是

智育、体育、心育和美育的先导。 有效的德育实

践能确保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

确性，使大学生能够对自我、他人行为作出正

确的道德判断。 当前，高等教育在德育实践上

延续了中学应试教育的传统，对德育的认识停

留在知识学的维度上。 在思政类公共课教学

中，教师仅仅是对一些概念、原理进行认知式

教学，这样的德育既空洞，也无趣，在某种意义

上说， 这基本上是一种无效的德育。 “立人教

育”在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同时，也对传统高等

教育将德育边缘化的现象进行了纠偏，坚定地

将德育作为“立人教育”的先导，以确保人才发

展在方向上不迷失。
以智育为基础。 智育即传统的才智教育，

着眼于教育对象理性思考能力、 逻辑思维能

力、理解认知能力以及个人其他才能的培养与

提升。 “立人教育”继承了高等教育重视智育的

传统，从人类的知识传统与知识历史中，通过

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介绍，帮助学生掌握知

识生成与创新的一般性规律，提高大学生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创造知识的能力，提高大学生

的智力水平与思维能力， 达到以慧启智的目

标。 但智育实践必须以德育为先导，如果失去

“德”的导航，受工具理性控制的“才智”将变得

不可驾驭和异常危险。
以体育为依托。 体育以培养大学生强健的

体魄与优美的体态为目的。 体育以健练体，是

“立人教育”的物质依托。 “立人教育”偏重精神

层面的人的“站立”、成长与成才，但对人之为人

的生物性、物质性、肉体性层面不偏废、不忽视，
因为失去“物质性”的健康的人体的依托，精神

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信仰将会变成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 “立人教育”除了强调人的体格的锻

炼和强化外， 还在体育中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自

己和他人的身体，认识身体的运行规律、生物意

义和文化价值， 建立正确的身体观以及由身体

延伸出来的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等。
以心育为涵养。 心育主要指面向心灵、心

态与心性的教育。 “立人教育”直面当下社会发

展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针对当代大学生面

临的愈发严峻的竞争压力和沉重的心理负担，
通过心灵、心态和心性的教育，使大学生形成

正常的心理与健康的心态，使其能够正确地理

解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懂得关爱他人和自

我；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坚守自

身的价值底线，形成纯正而伟大的心灵、健康

而平和的心态。
以美育为格调。 美育则主要指情感与情趣

教育。 在“立人教育”理论框架中重提美育或者

恢复美育的应有地位， 是对传统高等教育偏重

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强调智育、对人的感性思维

的培养和感悟能力的启发严重缺失的一种纠

正。“立人教育”从全人教育的视域出发，以美育

的形式恢复感性教育的地位， 以艺术教育为核

心，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感性把握、得体的情感表

达和敏锐的审美认知能力， 使其成为一个有格

调、有雅兴、有情趣的人。 “立人教育”通过搭配

合理的“五育”并举，使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得

到合理的教育营养配方，从而避免片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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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立人教育”的育人模式

为有效将“立人教育”的理念与内涵贯穿于

学校人才培养的实践，有效将“立人教育”的价

值诉求传达给教育对象并内化为大学生理解和

认知世界、自我和他人的一种内在价值观念，有

必要构建“课程引导、环境熏陶、实践历练、自我

塑造”四位一体的“立人教育”育人模式。
依托课程引导。 课程引导，主要着眼于课

程教学。 在“立人教育”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

中，课程教学依然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和关键

环节。 根据“立人教育”的理念和内涵要求，学

校应构建“科学素养、人文精神、创新能力、艺

术情趣、本土文化”五大通识课程群，每个通识

课程群开设相互关联、 相互支撑的系列课程，
并依据各专业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特点对学生

在这五类通识课程的选修上提出具体要求，以

避免学生在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念方面出现结

构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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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教

师要引导学生了解和洞察知识生成背后的求

真意志、创新精神、人生态度和审美情怀，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强化环境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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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自然环境， 这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客观依托。自然环境求美。对校内景观和生活设

施，学校应进行统一设计和规划，让学生在美丽

的校园环境中形成亲近自然、包容万物的心境。
其次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求正。面对各种社会

思想、思潮，学校应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宣扬正

义和正气，营造正能量。 再次是学术环境，学术

环境求真。 学校应通过营造求真务实的学术环

境，让学生敢于坚持真理，对学术充满敬畏但又

不盲从，形成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
着力实践历练。 “立人教育”超越传统高等

教育的“知识论”育人模式，强调知识要对人的

成长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产生具体实在的影响，
要通过实践历练构建知识与生存体验的沟通

渠道。 在“立人教育”的视域中，实践历练主要

体现为人才培养课内与课外的结合，即通过校

内社团活动与实践平台和校外实践基地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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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教学中强化精神信念

与价值理想。
注重自我塑造。 “立人教育”在育人模式的

构建中，注意到了偏重智育的“知识论”教育与

注重价值观生成的“体验教育”的区别，特别增

加了自我塑造这个关键环节。 个体对知识和价

值观念的接受往往要经过或同化或顺应或改

造的过程，通过自我反思与批判，对自我的原

有价值观念和知识视域进行不断地调整和优

化， 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结构。 “立人教

育”注重自我塑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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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内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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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理念系统、内涵结构、育人模式之

外，“立人教育”还有一套与传统基于“知识论”
评价体系有所区别的新型评价体系，其特色体

现在：对于施教系统教师的评价，主要侧重于

教师是否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审美

观与人生观；对受教系统的学生的评价，侧重

于学生是否具有相应的思想境界、 道德修养、
创新能力和实践成果；对支持系统的管理部门

和后勤服务部门的评价，侧重于其工作是否较

好地服务了“立人教育”工作。 基于以上侧重

点，学校应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法，并合理使用

评价结果，以确保“立人教育”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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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

（责任编辑：韩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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