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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周锦鹤

(西昌学院 政史系
,

四川 西昌 6巧 0 13 )

【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
,

国力的竞争实为人才的竞争
。

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应该是不仅具有高深的专

业知识
,

而且还应具有 良好的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

本文从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

目的入手
,

论述 了人文知

识和人文精神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

以及对如何提高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探讨
。

【关键词】 大学生 ; 人文素质 ; 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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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知识经济时代
,

劳动者

的素质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
。

因此
,

培养各

类人才和造就21 世纪的一代新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首要任务
。

19 9 9年6月 13 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指出 : “

高等

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实践能力和创

业精神
,

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 。

“

人文
”

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

包括了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
。

因此
,

人文不等同于科学
,

它有 自身的特点
,

是同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关的
,

对一个国家
、

一个民

族而言
,

如果其公民的行动越符合社会
、

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需求
,

那么
,

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越具有人文

性
,

整个社会就越充满着真善美
。

然而
,

由于我国在

教育上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
,

重理工
,

轻人文
,

以至

于很多人抱有
“

学好数理化
,

走遍天下都不怕
”

的思

想
,

重知识技能培养
,

轻人文素质教育
,

把人文教育

与科学教育对立起来
,

因而
,

忽视了教育的育人功

能
,

尤其忽视了人文思想
、

人文精神的教育和熏陶
,

导致对人文学科的轻视
,

人文精神的缺失
。

在今天
,

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认识到人文素质

教育的重要性
。

但仍然有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
“

人文

素质教育是人文社科类老师的事情
,

与其他学科老

师的关系不大
” ,

因而轻视人文学科
,

对素质教育不

理解
,

严重阻碍了传统教育观念的变革
。

一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认识

1
、

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本质
。

所谓人文素质

是指由知识
、

能力
、

观念
、

性能
、

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

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

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
、

气

质
、

修养
。

人文素质教育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

过知识传授
、

环境熏陶以及 自身的实践
,

使其内化为

人格
、

气质
、

修养
,

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

一种教育
。

简言之
,

就是指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或人

文素质的教育
。

其主要任务是传授人类积累的智慧

精神
、

阅历经验
,

其本质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

如何

处理好人与自然
、

人与社会
、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

如何正确地培养人自身的理性
、

情感
、

意志等问题
。

由于过去过于重视对高校学生的分科教育
,

突

出专业课教学
,

致使知识接受与精神培养脱节
,

人文

精神的失落成为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2
、

人文精神的失落将导致忘本亡国
。

江泽民同

志曾说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
,

没有现代科学
,

没有先

进技术
,

一打就垮 ;同时
,

一个国家
,

一个 民族
,

没有

优秀传统
,

没有 了人文精神
,

不打 自垮
。

华中科技大

学教授
、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指出
“

人文是
`

为人之本
’ 。

它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
,

有利于

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
,

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
,

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

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个

人同外界的关系
。

因此
,

它关系到民族的存亡
、

关系

到国家的强弱
、

关系到社会的进退
、

关系到人格的高

低
、

关系到涵养的深浅
、

关系到思维的智愚和关系到

事业的成败
。 ”

所以
,

一个科学越发展
,

生产力越发达

的国家和民族
,

越应该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
。

反之
,

如果没有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
,

失落了人文精神将

会出现危机
,

诸如人的个性发展畸形
、

人格堕落
、

人

际关系冷漠
、

异化为社会对立物的现象严重存在
,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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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
。

可以断言
,

一个缺少人文精神

的民族将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
,

一个衰落的民族
,

一个忘本亡国的民族
。

3
、

人文精神的培养呼唤人文素质教育
。

青年大

学生在大学里通过几年的寒窗苦读
,

掌握了专业技

术
,

获得了高学历
,

但并不一定就表明他们就具备了

做人的道德水准和 良心
。

当今中国高校教育面临的

事实是
:
其一

,

多年来
,

挤压人文社会科学成了一个

社会问题
,

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

研究的投人严重不足
,

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人们重理

轻文 ;其二
,

由于在 中学阶段过早地进行文理分科
,

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

学生只懂一门专业

知识
,

或只掌握数门技艺
,

却不懂得中华民族悠久灿

烂的辉煌历史
。

一个大学生如果对中国历史
、

文化一

无所知
,

其爱国主义情感就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末
,

就不可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

自然不懂得应

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理想
,

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
,

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
。

于是
,

追求功利
,

只讲索取
,

不讲奉献
,

浮躁
、

庸俗等突出地表现于某些大学生身

上
,

而关爱人类
、

珍惜生命
、

尊老爱幼等符合人类道

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美好行为却渐离我们远去
。

比

如北京某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学生高学历低规范
,

引人深思 》的文章
,

文章说
,

时至今 日
,

居然还要把上

课不迟到
、

不随地吐痰
、

买饭不加塞
、

等车要排队等

这些小学生的行为要求
,

写进了北京某名校的班规

中
。

该报道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缺少独立的人

格和行为规范
,

这正是人文精神失落的表现
,

显然这

与我国的教育方针和培养
“

四有
”

新人的目标大相径

庭
,

而没有和谐人格的人又怎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

会呢?

大学生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懂得如何做人 ; 进大

学的目的不是只做个科技人
,

不是死读书
,

而是如爱

因斯坦所说的
,

做个和谐的人
。

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

终 目标就是培养热爱生活
、

关爱人类
、

追求真理
、

诚

实正直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

二
、

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思考

1
、

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

重要性
。

人文素质教育在今天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全球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共同探索的热点
。

如何加

强人文素质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

不仅引起

教育界
,

而且还引起了哲学界
、

史学界
、

文学界
、

社会

学界
、

经济学界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政府职能部

「1
、

广大的实践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深人思考
,

大量

的研究成果便应运而生
。

这就为培养大学生人文精

神
,

提高其人文素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良好的条

件
,

因此
,

应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

中的重要性
。

这种重要性突出表现为人文素质教育

能够使人提高修养
、

完善人格
、

净化灵魂
、

陶冶情操
、

丰富思想
,

从而促进 自身全面发展
。

我们知道
,

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

题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
,

是求善
。

它关

系到人格的高低
: 人的思想品质分 3层 : 基层是人格

,

中层是遵纪守法
,

顶层是政治方向
。

顶层是根本
,

方

向一错
,

全盘皆错
。

因此
,

人文素质教育是解决人的

精神世界的问题
,

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

是基础 的基

础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从根本上解放
、

发展和培育

健康的个性 ;同时
,

人文素质教育还具有人文学科所

具有的社会功用
:
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文导向

,

塑造

民族精神
,

提供人文咨询等等
。

所以
,

在教育系统中
,

人文素质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
,

它与非人文素质教

育共同构成素质教育系统
,

是完善大学生素质系统

的不可或缺的子系统
,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2
、

努力提高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
。

提高高校教

师的人文素养
,

是当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面临的

一个重要课题
,

是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

和前提
。

《教师法》规定 : “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的专

业人员
,

承担教书育人
,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和接班

人
,

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 ”

教师的职责在于
“

传道
、

授业和解惑
” 。

实践证明
,

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

过程
,

又是一个
“

传道
”

的过程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教学态度
、

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深深感染

着学生
,

这些美好的品质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学生的

心
,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

即以教师的的人格去

塑造大学生人格的过程
。

教师的人文素养不如人意
,

反映到教学上就是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

讲授的内容

缺少新意
、

传递 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

因

此没有高素质的教师
,

就没有教育的高质量
。

3
、

大力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
。

追求高

尚的人格和理想 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目

的
。

正是这种文化的内向性熔炼了
“

苦其心志
” 、 “

劳

其筋骨
” 、 “

舍生取义
” 、 “

杀身成仁
” 、 “

富贵不能淫
,

贫

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的浩然正气
,

凝聚成中华民

族特有的爱国主义和气节
,

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和中国的国民意识
,

即中华魂
,

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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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精髓
。

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
,

它为今天的人

文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资源
。

我们要大力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
,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

以先进的事迹感染人
,

以美好

的情感打动人
。

通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学

习
,

使大学生对祖国与民族及其优秀传统
、

历史
、

文

化
、

语言
、

文字产生深刻的了解和无 比的热爱
,

而这

一切必将导致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

必将陶冶大

学生的感情
、

净化和美化他们的心灵
、

言语及形象
,

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

塑造他们的灵魂
,

从而使大学

生心灵美
、

语言美
、

行为美
,

成长为合格的大学生
。

4
、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在培

养人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校园文化渗透着社会文

化和民族文化
,

对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大学生来说
,

可

以通过健康的文化活动
,

使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勤劳善良的美德 ;校园文化活动
,

可以使学生调剂精神
,

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
,

有利于

身心的健康发展 ;校园文化的内容
,

校园文化及校园

文化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
,

对大学生有直

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

深刻影响着每个学生

的思想品德
、

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同时
,

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能够巩固专业知识
,

扩大学生知

识领域
,

又可以发挥他们的各种潜能
,

培养他们多方

面的能力
。

总之
,

校园文化也属人文文化范畴
,

它具

有很强的教化作用
,

使大学生学会关心
,

学会合作
,

协调 自己与 自然
、

社会
、

他人的关系
,

达到和谐发展
。

5
、

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建设
。

加强人文社会

科学课程建设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
,

也是世

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

有关资料表明
,

国外许多理

工大学的文科课程已占学时的2 0%
,

远高于我国的

10%左右
,

其中哲学
、

历史
、

文学等为必修课
。

具体说

来
,

一是在理工类大学中更多地设置人文社科类课

程
,

在文科类大学中增加科学文化的课程
,

努力探讨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途径
,

挖掘和宣传人文

精神
。

如在自然学科中挖掘这些学科古今中外科学

家的成就
、

治学的精神
、

成才的道路
、

研究的方法和

哲学思想
,

以他们为楷模
,

教育青年一代
,

这是最好

的人文精神教育
。

二是加大全校性选修课中人文社

科类选修课比例
,

使之成为全校人文社科类教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如开设文学艺术
、

历史文化
、

哲

学社会学
、

政治法律
、

经济
、

管理等系列的人文社科

选修课
,

使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
,

其知识结构建造

更为合理
,

另一方面
,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
、

爱好
、

个

性特点等选修课程
,

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个性
,

大大

激发了他们学习人文知识的兴趣
,

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他们的人文素质
。

综上所述
,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
,

我们应当彰显

教育的人文性
,

同时对人文教育的价值目的和方法

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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