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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本务教育探析

王启合
,

蔡茂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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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9)

【摘 要】本务教育对大学生学习
、

生活
、

理想
、

道德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

大学生的本务主要可分为学习与 自我发展
、

行为 与人际交往
、

奉献与社会责任三个部分
,

可以通过大学生入学教育
、

大学生生涯规划与评佑
、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等三个

途径来有效实施大学生本务教育
。

【关键词】大学生 ;本务教育 ;为所 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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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茫
”

这个词
,

经常出现在大学生群体当中
,

大学生本务教育是指在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
,

他们在大学生活 的适应
、

学习
、

人际交往
、

情绪控 教育者通过有 目的
、

有组织
、

有计划地对大学生本

制
、

应对挫折
、

恋爱交友
、

择业就业等方面一旦出现 务观念及践行其本务所施加的身心影响
。

问题
,

就容易用
“

迷茫
”

这一词来概括他们的感受
。

大学生本务教育可 以培养有独立意志
、

自由意

我们在通过心理咨询来解决大学生的这些具体问 志
、

能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具有主体性的人
,

学生

题时
,

多会用到认知疗法
、

森田疗法等
,

采用这些疗 是人
,

是行为主体
,

具有主体性
。

这种 自由意志的

法时
,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
,

让个体认识到自身应 主体性也体现在大学生本务教育对大学生理想的

该做什么
,

不应该做什么
,

应该如何控制和调节自 培养
,

理想是个体的希望
,

是在个体意识中还未实

己的行为和情绪
。

森田疗法的治疗原理就是
“

顺应 现的实在
,

可以通过 自己不断践行本务
,

也就是行

自然
” , “

为所当为
” 「卿 60 ,

这个
“

为所当为
”

不就是我 合乎理想的行为
,

节制背离理想的行为
,

来实现理

们所讲的
“

本务
”

吗? 想
,

发展人格
,

体现人的价值 ; 同时本务教育也是对

蔡元培先生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对本务进 大学生道德的培养
,

个体通过 良心 的作用
,

以理想

行了深人的阐述
,

认为
“

本务者
,

人生本分之所当尽 为标准判断行为的善恶
,

理清本务
,

在实行本务的

者也
,

其中有不可为及不可不为两义
。 ” 「枷 152 本务与 过程中培养道德

, “

凡实行本务者
,

其始多出于勉

个体的责任
、

理想
、

感情
、

良心
、

道德有着密切的关 强
,

勉之既久
,

则习与性成
。

安而行之
,

自能欣合与

系
,

与其在学生面临困惑
,

需要心理咨询时才帮助 本务
,

是之谓德
。 ” 「枷158

学生理清本务
,

何不在大学生一人学开始就把本务 因此
,

通过本务教育可 以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

作为一种显性的教育进行实施
,

一直贯穿其整个大 明确的本务观念
,

有能力并且能 自觉践行本务的
,

学生涯
,

直至其毕业就业呢? 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一
、

大学生本务教育的必要性与作用 和接班人
。

本务与个体的责任
、

理想
、

感情
、

良心
、

道德有 二
、

大学生本务分析

着密切的关系
。

本务
,

本身就含有责任的意思
, “

人
“

人之本务
,

随时随地而不同
” 「枷 154 ,

那么大学生

既有本务
,

则即有实行本务之责任
” 「枷 , 55 。

然如何判 的本务又有哪些呢 ? 我们要对大学生进行本务教

定何事可为
,

何事不可为 ? 蔡元培先生认为
“

准诸 育
,

就应理清大学生的本务
。

我们按照大学生 的行

理想
” 「枷 , 53 、 “

本务之缘起
,

在人生之鹊
” 「枷 , 52 ,

也就是 为范围来进行划分可 以将大学生本务分为以下三

说判定某事可为与否
,

应核之于理想
,

看此事是否合 类
:

于理想
。

合于理想可为
,

背于理想贝」不可为
。

而个体 (一 )学习与 自我发展

自身的这种判定必伴随着个体
“

好恶之感情
” 「枷 1 52 ,

个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当

体行为是否合乎本务
“

为苦乐之判也
” 「枷 152

。

这种好 然也是学习
。

大学生 的学习任务相对繁重
,

专业

恶与苦乐
,

就是
“

人之当为
、

不当为之感情
” 「枷 152

,

也 课
、

公共课
、

必修课
、

选修课等
,

在学习过程中存在

就是
“

本务之观念
” 「枷 , 52 。

这种感情缘自良心
,

故
“

本 着诸多艰难
、

困惑
、

疑阻
,

不可轻易而得之
,

要学好

务之观念
,

起于良心
” 「枷 , 53 ,

而
“

良心者
,

道德之源泉 这些课程学生必须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

节制自己的

也
” 「211 52 。

惰性
,

排除外界干扰
,

勤勉于学
,

不骄傲
、

不气馁
,

坚

收稿 日期
: 2 0 1 4一 07

一 17

作者简介
:
王启合 ( 1 9 8 7一 )

,

男
,

汉族
,

四川渠县人
,

助教
,

硕士
,

研究方向
:
思想政治教育

。



西 昌学院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2 6卷

持不懈
,

持之以恒
,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做到
“

耐

久
”

与
“

爱时
” ,

才能在学习中有所得
,

有所为
。

通过

自身的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

康健其身
、

富知识
、

精技能
、

养德性
,

在德
、

智
、

体
、

美
、

劳等方面得到全

面的发展
。

大学生要完成好 自己的学业
,

就必须充分发挥

大学生 自身在学习中的主体性
。

学生是学习活动

的主体
,

具有主体性
,

这种主体性表现在学习过程

中体现出来的自主性
、

能动性和创造性
「枷 ,犯 一 , 34 。

大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

表现在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

当把自己看作学习的主体
,

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对 自己的学习有所规划
,

并结合 自己的特点
、

水平

和可利用的多方面 因素选取适合的学习方法
,

并在

学习过程中
,

按照自己的学习规划对 自己的学习状

况进行支配
、

调节和控制
,

进而发挥 自己的潜力
,

以

达到自己预期的学习 目标 ;能动性是指大学生 的学

习受到学生本人知识
、

经验
、

水平
、

兴趣
、

动机
、

需

要
、

意志等因素的影响
,

学生会自觉地
、

主动地
、

积

极地从事学习活动
,

主动加工信息
,

建构自己的知

识体系 ;创造性是指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

是对知识
、

技能
、

经验的传承
,

而是懂得善疑
,

懂得

推动学问的进步
。

(二 )行为与人际交往

个体的意志行为是对个体知识
、

经验
、

技能
、

道

德的践行
,

个体内在知识
、

经验
、

技能
、

道德的体现
,

从内部认识到外部实践是认知过程的第二个飞

跃
。

我们在分析个体行为时不仅要关注其外部的

举动
,

同时
,

更应注重其内部动机
。

个体的意志行

为必然伴随着责任
,

从选择行为
,

到行为的后果
。

大学生通过已有的经验
,

和学习所得的知识
、

技能
、

道德认知等
,

从而选择何事可为
,

何事不可为
,

从而

依据自己的选择行事
,

这个过程就是从本务到实行

本务
。

个体的意志行为通常会影响到其周边的人
,

也

就是影响到他的人际交往
。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

遇到各种困扰
,

多是没能正确认知和实行本务
。

人

际交往是知识
、

经验
、

道德的外显
,

要有良好的人际

关系
,

就必须实行道德之本务
,

在人际交往中通过

自身的为人处事
,

显示 自己的道德品质
。

如孝其父

母
,

敬爱师长 ;亲睦兄弟姊妹 ;讲求信义
,

不妄语
、

不

爽约 ;讲求恭俭
,

守礼仪
、

能容人 ;与友交
,

成人之

善
,

济其患等
。

是故
,

德行之道
,

持理想
,

养良心
,

行本务
,

有为

善之志
,

去恶之勇
,

善自省
,

能改过
。

(三 )奉献与社会责任

大学生放之于更大的群体
,

就是大学生之于社

会
、

国家
。

大学生置身于社会同样有着相应的本

务
。

不为不可为之事
,

是消极的道德
,

是本务的一

部分
,

这部分的社会本务是为公义
,

即不侵犯他人

的权利
,

不侵犯国家利益
,

包括不侵犯他人的生命

权
、

财产权
、

名誉权
、

不违犯国家法律
、

不损害国家

利益等
。

为可为之事
,

是积极的道德
,

是社会之本务
,

即

为公德
。

包括文明礼貌
,

举止文明
、

以礼待人 ;助人

为乐
,

见义勇为
、

乐善好施
、

扶危济困 ;爱护公物
,

爱

护国家及公共财物 ;保护环境
,

讲究公共卫生
、

保护

生 活环境 ;遵纪守法
,

提高法律意识
,

增强法纪观

念
、

履行义务
、

与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 ;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博爱奉献等
日ln] 27 一 , 2 8。

虽然大学生并没有完全步人社会
,

处于社会化

过程中
,

但是
,

社会公义与公德却是大学生必须学

习和实行的本务
。

其中奉献是公德的重要基础
,

大

学生应该从奉献这一精神人手
,

逐渐形成服务他

人
、

服务社会的意识
,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

宗旨
,

通过奉献
、

服务来履行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

实

现大学生的社会价值
。

三
、

大学生本务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以下三种途径
,

可以有效地对大学生

进行本务教育
,

这三种途径在大学教育中存在已

久
,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

这里把它们提出来
,

是要将

这三种本务教育途径显性化
,

让教育者与大学生自

身都明确意识到它们对于大学生本务教育的重要

作用
,

不让这三种途径流于形式
,

从而真正形成明

确的大学生本务教育体系
,

充分发挥大学生本务教

育的作用
。

(一 )大学生入学教育— 规则与榜样

大学生本务教育必须从大学生人学教育抓起
,

大学生人学教育不仅可 以让大学生更快地了解和

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

同时也是实施本务教育的重

要契机
。

在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的大学生人学教育

中学生管理
、

学生学习
、

人际交往等是不可或缺的

内容
。

通过大学生人学教育
,

新生可以了解和学习

国家
、

学校制定的一些学生管理的规章
、

制度
,

奖惩

办法
。

通过这些规章
、

制度
、

办法等规则的学习
,

新

生可以从制度层面上了解到
,

在大学中自己什么事

不能做
,

做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

什么事应该做
,

做好了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
,

从而让学生初步掌握

大学生的本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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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人学教育中同样也可以通过举例
、

经

验交流等方式让新生 了解一些优秀学生的成长经

历
,

给新生树立榜样
,

让新生对大学的憧憬和 自身

的理想
,

有更多的现实参照
,

从而可 以使新生更好

地规划 自己的大学生活和 自身发展
。

通过经验交

流的形式可以为新生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学习
、

生活

中的问题
,

提供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
。

通过大学生人学教育中的规则教育可以使新

生感受大学生本务和实行本务之始— 处于各种

规章
、

制度的约束
,

出于勉强 ;按照规章
、

制度实行

久了
,

就成为 自己的行为习惯
,

而后化为 自然
,

合于

本务
。

通过榜样教育
,

可 以明确大学新生 的理想
,

从

而以此为标准判断行为的善恶
,

从而实行本务
,

为

善去恶
。

(二 )大学生生涯规划与评估—
实践与内省

大学生生涯规划是大学生对其大学四年的规

划
,

在大学生对大学四年的学习
、

生活有所了解
,

对

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有一定的 目标时
,

大学生就要

对大学这四年的学习生活进行相对详尽的书面规

划
。

通常这种规划是分阶段以学年
、

学期为单位进

行的
。

很多大学生把这种生涯规划当成任务
,

认为

动动笔
,

填一填就行了
,

应付了事
,

像这样的大学生

生涯规划就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

大学生应该

有意识的
、

认真的对待大学生生涯规划
,

不仅要根

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进行规划
,

而且要定期根据规划

对自己的落实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估
,

通过评估情况

还可以对已有的规划进行整改
,

从而一步一步真正

落实好 自己的规划
,

为所当为
,

使得大学生生涯规

划起到应有的作用
。

真正的大学生 生涯规划是大学生对其实行大

学生本务的规划
,

大学生应该按照自己的合理规划

去实行本务
,

这种规划也可以成为考评 自己是否实

行好本务的一个重要标准
。

对大学生生涯规划的

自我评估就是对大学生本务实行情况的内省
。

实

践和内省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根本方法
l[ 6n] 邓

一“ , 。

(三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责任与升华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将 自身所学知

识
、

经验
、

技能
、

道德等合理运用于社会 的重要途

径
,

通过支教
、

社会公益活动
、

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社

会实践活动可以使大学生践行社会公德
,

实行 自己

之于社会的本务
,

体会和履行 自身对于社会
、

国家

的责任
,

实现 自身的社会价值
。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

有可以让大学生的知识
、

经验
、

技能
、

道德得到升华

和飞跃
。

现在一些大学生忽视这些公益性的社会实践

活动
,

不去参与 ;或者把社会公益活动
、

志愿者服务

活动当成是作秀
,

当成是获得某些现实好处的跳

板
,

虽然他有相关的行为
,

但是动机却让人不敢苟

同
。

这些都是没有意识到大学生公益性的社会实

践活动是大学生的本务
。

如果大学生真正参与到这些实践活动中
,

认知

实行本务
,

得到升华和飞跃
,

他们就会逐步体会喜

欢
“

为所当为
” ,

从而真正发展为
“

为所乐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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