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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郭晓俊，蔡敏春，林大勇

（西昌学院 社科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一本质和核心要求

高校德育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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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上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

本质和核心。这一本质和核心要求高校德育必须

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整个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以生为主

体、以生为本位，在德育工作中以满足学生的需

要，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核心内

容和终极目标。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加强和

改进高校的德育工作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

就明确告诉我们高校德育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

理念。众所周知，“高校德育肩负着促进人的精

神世界丰富、健康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 # 0因

此，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必须加强和改进

高校的德育工作，使高校德育不仅符合规律，体

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而且符合人性发展的要

求。

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是要体现人文关怀，

实 行 人 性 化 管 理 和 人 性 化 服 务 ， 以 端 正 人 的 品

行，完善人的人格为根本任务，其核心在于对人

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智慧潜能的信任，从而造

就德育主体，造就具有自主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

社会成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生是德育主

体，不是灌输客体；德育不仅是社会要求，也是学

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要求。所以，要善于将德

育的社会要求转化为学生的自我要求，因为任何教

育只有转化成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效

果。而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尊重学生主体，尊重学生

人格，尊重学生基本权利。把“学生当作有血有

肉、有生命尊严、有思想感情的人，让每一位学生

都受到民主平等的对待，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都得

到应有的发展，让每一位学生同在蓝天下健康成

长” / & 0。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是要把人的幸福、

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德育的本质不

再是管理、控制、约束，而是对大学生人性的唤醒

和尊重。因此，“高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应该从向学

生传授道德知识和灌输现成结论转移到让学生掌握

批判的武器，以及提高学生对道德的辨析力、选择

力和创造力上。让学生学会自己面对人生，创造生

活。” / * 0

二、创新德育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高校德育而言，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的本质与核心，就要在整个德育中坚持以生为本

的德育理念，创新德育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

!、把了解、尊重、关心和服务学生作为新时

期高校德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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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德育体系不同，现代德育更加注重德

育对象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提升，反对在德育工作

中把德育对象简单地视为被改造、被“灌输”的

对象，而是从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服务人

的角度，切实把学生当成德育舞台上的主角，让

学生在德育教育教学活动中 “搭台唱戏”。 这

样，不但会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还会

增强学生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同时学生角色成为

“演员”后，原先的那些社会要求就会转化为学

生的自我要求，那些外在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

就会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从

而使学生由“道德他律”变为“道德自律”，自

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德育教育教学活动中，我

们要始终坚持尊重、关心学生，反对居高临下、

板着面孔说教，反对只重视形式轰轰烈烈，不重

视与学生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德育工作者应当

是一团火，以温暖学生的心灵为己任；应当是一

缕阳光，以照亮学生内心世界为最大幸福。 了

解、尊重、关心和服务学生作为高校德育的基本

原则，是围绕“尊重” 核心而展开的，我们只有

平 等 对 待 和 尊 重 学 生 ， 才 可 能 扎 实 、 细 致 、 周

到、及时地了解、关心和服务学生，切实体现思

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的生活化。在实

施“尊重”德育的过程中强调德育双方的相互尊

重与平等，强调给学生以选择的权利，使学生在

“参与——— 体验——— 选择——— 内化——— 表现”的教

育过程中，对德育内容进行感受、分析、讨论、

研究，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完成知、情、意、

行的过程，从而使学生自主构建个人道德，发展

道 德 思 维 能 力 ， 拓 宽 他 们 成 长 的 空 间 ， 培 养 独

立、健康的人格。

!、把促进和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高校德育

的“生命线”

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作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终 目

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

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

作中去。” # $ %作为高校德育工作来说，就是要把促

进 和 提 高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作 为 高 校 德 育 的 “生 命

线 ” 。 具 体 来 说 ， 主 要 是 做 好 以 下 两 方 面 的 工

作：

一是促进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

道德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中的核心素质。高校

教育如果只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思想道德

素质的塑造，必然导致大学生片面发展，有知识

没理想，有文化没教养，有目标没信仰。作为以

培养人才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在人才培养中

坚持德育首位，运用德育手段着力对学生进行基

础文明教育、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时代风尚教育

和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

时代风尚的良好公民；成为具有高尚品格、爱国

奉献的优秀青年；成为具有坚定信念、正确价值

观念的高素质人才。

二 是 使 高 校 德 育 融 入 到 整 个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中。众所周知，德育是高校教育的“生命线”，

是灵魂，是统帅，但这并不意味着德育要凌驾于

其他工作之上，更不是替代其他教育工作。落实

科学发展观，要求德育不仅要承担提升人的思想

道德素质的任务，也要以促进和服务于学生的整

体素质教育为己任，拓展德育视野、丰富德育内

容，将德育渗透到高校素质教育的一切领域和环

节中。因此，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高

校德育成效的判断标准不仅要看对人的思想道德

素质的影响优化，也要看这项工作对素质教育的

服务程度和实际效果，对学生在创新意识培养、

创新习惯养成、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思维训练中

所发挥的思想指导、心理调节、潜能激发、情绪

稳定等的作用。

三、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促进人

格完善和全面发展

现代德育与以人为本德育理念还有相当的反

差，这势必限制学生人格的完善和全面发展，势

必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对人才的要求，要改变这

种状况，我们必须从转变德育观念入手，实施以

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满足学生的正当需要

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要从学生的需

要出发，充分满足学生的正当需要，尊重学生的

自我选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各个方

面、各个层次的需要。作为高校而言，我们既要

满足大学生求知、安全的需要，更要注重满足他

们归属与爱、尊重及自我实现等的需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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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既要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

人、信任人，更要体现人文关怀，要富有人情味。当

教育充满了爱、充满了情、充满了关怀时，就会使人

得到尊重和满足，就会唤起人的情感共鸣，调动人的

积极性。这样的教育才是有生命力、有效果的。

!、充分挖掘和发挥学生的潜能

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要承认并尊重学

生的个性差异。欣赏人、相信人、依靠人，充分挖

掘每个人的潜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最大限度地

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追求个体生命价值

的最大化。杨叔子院士曾指出“大学的主旋律应是

‘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

制造高档器材”。也就是说，教育是人的教育，而

不是机器的教育，不能一刀切，要因材施教，要个

性化。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说：“我觉得更好

的教育是注重个体发展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自私

的，也不是自我中心，而是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最大

程度上了解每一个学生，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更好地提供教育措施，更好地测量评价他们，让学

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潜能。传统的教育和评价

方式，对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某种程度的

歧视。从多元智慧理论看，考试只能考察学生的语

言和数理逻辑智能，其他智能很少涉及。因此，单

从考试衡量一个学生是极为片面的。从任何不同角

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当第一。”

"、树立尊重、平等观念

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要树立尊重、平

等的观念。实际上师生在德育过程中都是主体。现

代德育的本性不再是管理、控制、约束，而是对人

性的唤醒和对人性的尊重，使学生自发投入到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中。因此，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

念，就要在认识上理解学生、信任学生、赏识学

生；在情感上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在行为上鼓励

学生、帮助学生，使教育方法具有人情味，通过教

育者的情感、人格、威信等影响学生，从而更好的

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关注人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

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就要站在社会发展

的高度去关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即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内

容包括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一方面是人的思想道

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和审美素质

的全面提高和进步；另一方面是人的创新精神、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人文、科学、创新

的统一。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还要在德育工

作中为学生的成长创造一种愉快的氛围，使学生经

常体验到成功和快乐，这无疑对完善学生的人格和

全面发展非常有益。

此外，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还强调环境对人的

熏陶作用。如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好的校风学

风、良好的师德建设以及整洁优美的校园等软环

境；风格独特的建筑、富有意义的景观等硬环境，

都能够对身在其中的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但却可

能影响一生的作用。同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科技创新活动等思想教育的

重要载体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学生身心健康及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德育肩负着重要的育人使命，要想

提高德育的实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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