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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新形势下大学生养成教育策略分析
姚　尧

（长春光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在我国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学生

养成教育不仅是高校学生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教育任务的具体体现。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体系中仍

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一切向成绩看齐”的教育思想，

这种思想导致在学习过程中大学生的“才”与“德”严重失衡。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通过深入探究新形势下大学生养成教育的相

关策略，以期能够提升大学生养成教育质量，为促进当代大学生

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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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大学生养成教育，就是指高校内的教育工作者根

据本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针对本校学生所展开

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在这其中，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

育工作者，在平常的接触中要对学生进行认真引导，使学生在平

时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辅导员在开展养成

教育的过程中，要侧重于通过规章制度的实施管理、活动的组织

安排以及与任课教师的双重管理等方面对学生开展教育，使学生

在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实现自

身的成长。

一、从制度层面对学生展开教育

辅导员在开展大学生养成教育活动时，要以管理为主要手段，

引导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规章制度方面的管理

要具体化，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思想道德两方面的管理，使

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充分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

例如，我在开展学生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灵活运用学校的管理

制度，加强了养成教育的效果：在我的班集体中，有部分宿舍会

出现不认真收拾宿舍卫生、懒床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我结合

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宿舍间开展了连续三周的“宿舍卫生评比活动”，

规定每天早上 8 点 10 分由各宿舍长将宿舍的卫生情况拍成照片发

到班级群里，然后去参加每天 8 点半的课程，错开时间差。我会

不定时随机抽查宿舍，并在学生的参与下制定了宿舍卫生的各项

评分制度，对各宿舍具体卫生情况和宿舍成员面貌进行评分，每

周公布结果，积分最高的宿舍可以获得奖品，并且设置流动奖杯。

这样，通过在制度方面的严格落实，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

的作息时间，还能够使学生在竞争的过程中养成集体荣誉感，并

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二、从生活层面对学生展开教育

辅导员在开展对学生养成教育的活动过程中，最主要的是生

活方面。因此，辅导员在生活方面要切实抓紧对学生的养成教育，

使学生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个人素养，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比如，我在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的实际过程中，以教室、宿

舍和公共休息室作为养成教育基地，注重营造良好的环境对学生

进行熏陶。在教室里，我带领学生加强了班级文化建设，要求每

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班规和班风，每个班确立好本班的前进方向和

前进目标；在宿舍中，要求学生严格控制自己的作息时间，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公共休息区

要求学生形成良好的综合素养，养成经常展开自主阅读和学习的

习惯，并经常与朋友之间展开交流和游戏联谊活动，培养自身的

交际能力。这样，通过在在生活方面运用各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达到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

三、从学习层面对学生展开教育

在生活实际中，部分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开始变得懒散，

不求上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高中阶段学校和家庭给

予的升学压力造成的，现代的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会在中

学阶段为学生灌输：“等你考上了大学想怎样就怎样，没人管你。”

这种错误思想导致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不能拥有良好的学习态

度，学习能力得不到提高。针对这种现状，需要任课教师和辅

导员进行双重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大学时期

的专业课程是学生将来步入社会的重要基础，学生在大学时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对学生的专业技能提升有巨大的帮

助，还会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控能力和思考能力，从而推动

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辅导员在学习方面要密切配合任课教师，

对学生展开教育。

比如，我在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的过程中，会在学生的学习

方面与任课教师及时沟通，针对学习成绩靠后的学生进行分析，

主动与学生谈话，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同时开展养成教育标

兵评选，对习惯养成的学生进行嘉奖；在图书馆学习打卡、体育

锻炼打卡等活动中设立荣誉墙，发挥榜样作用，号召学生向优秀

看齐。通过在学习方面的引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进行大学生养成教育工作，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开展，以“传道”

为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解惑”为辅，帮助学生解

决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疑惑与困难；辅助专业课老师做好“授业”

的工作，使学生在任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共同努力下养成良好的学

习品德。通过三者结合，为学生今后步入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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