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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构建“三全育人”
德育体系的路径研究

苏锦婕

（西安外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坚持“三全育

人”德育体系，但有效开展“三全育人”工作必须以强有力的理

论基础作支撑。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沉淀的产物，其

精华部分对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本

文通过简述“三全育人”的基本内涵，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

构建“三全育人”德育体系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以教育教学改革、

学生管理规划、丰富学生校园实践活动、建立学生行为规范德育

考核制度等为内容的德育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旨在为高校中国

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三全育人”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有实际

操作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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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德育体系在不同的高校开展，会因为办学理念

和发展模式的底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载体推动 “三全育人”德育体制是遵循十九大会议精神

提出的新时代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性发展，这对培育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优秀大学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三全育人”的内涵

“三全育人”包括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三者

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全员育人，既包含专任教师、辅导员、

班主任、行政人员、管理人员等全体教职工都有立德树人的基本

职责，实现德育工作的全员参与，确保人人树立育人意识，明确

育人责任。全程育人，即通过目标设定、任务划分、全程实施、

分步推进的方式，把育人工作贯穿于学生大学四年学习、生活甚

至毕业一年内的成长全过程。根据学生大学的身心发展规律、个

体特征和心理需要及毕业就业状况等有针对性、目标性地开展育

人工作。全方位育人，既把育人工作从单一的课堂教学管理渗透

到教学、管理和服务各环节，延伸到家庭、社会、网络等多个领域，

开展多种形式的育人活动，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人格修

养，个人行为养成得到提审，整体实现全面健康发展。“三全育人”

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全校教职工相互协作、积极沟通的长期动态

体制，建立有效的教职工德育工作考核监督机制。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三全育人”德育体系的必要性

（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及网络环境不断优化，

为大众的生活质量带来质的飞跃，但是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服务

便捷化的同时，来自网络的负面影响及西方不良思潮对高校许多

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深，同时，对我国本土文化

的发展产生强烈冲击。崇洋媚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提前消费等不良思想在大学生中盛行，严重影响当代

青年正确价值观的确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凝聚了中

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心血，是历史沉淀和发展的产物。实现优秀传

统文化创新发展是每一代青年必须担负的历史责任。当下，西方

许多扭曲中国历史、贬低中国本土文化的不实言论向我国青年一

代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学生对我国本土文化的认同度，

甚至严重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势下，高校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主阵地，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推动“三全

育人”德育工作。

（二）“三全育人”作为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性发展，要实

现学校、家庭、社会的德育教育一体化发展，就要有能被全校师

生、社会甚至家庭所一致认可的价值导向为支撑，也要以学校究

竟要培养怎么样的人为目标导向。试想一个学校，在教书育人，

培养人才的问题上，教师自己教自己的；辅导员自己管理自己的，

学生自己做自己的，那就没有办法实现德育目标的一体化和持续

化发展。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的

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历史沉淀中已经被国人所证实，中

国传统文化并未时过境迁，而对现代国人为人处世、生活观念、

礼仪规范的引导意义是重大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构建“三

全育人”体系，让全校师生共同学习并践行儒学文化的精髓，能

培养教师、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学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

高校“三全育人”德育目标和方向创新性的发展的统一性。

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三全育人”德育体系的路径研究

（一）打造优秀传统文化导师团队和学生专干团队

为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大

力加强了思政课教师、心理咨询教师、辅导员、学生管理干部、

机关党政干部、学生思想骨干为一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导师团队建

设，定期开展中国哲学的理论培训，夯实教职工中国哲学理论水平，

提升全校师生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优秀传统文化导师在开展教

育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不光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宣

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古代圣贤人物的励志故事、名言警句及当代先进人物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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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进教育教学和思政教育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其主

动思考，再由点到面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比如：爱国主

义优良传统，“以德为本”的儒家理念，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

伦理规范，“礼学文化”等，对培养学生成为有礼貌、讲文明、

有诚信、有责任、有担当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好青年奠定了基础。

其次，将爱国主义、伦理观念、礼仪规范等学习深入辅导员班会，

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导师的交流中。除此之外，教职工和学生骨干

深入到学生的宿舍里，了解学生所思所想，从而规范学生的宿舍

文明行为养成，实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实现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进思想、进宿舍、进课堂”。为保证中国传统文化

导师工作实现长期有效进行，必须建立全面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

导师考核机制，加强正蒙导师团队的培养，实现正蒙文化教育的

可持续性发展。

（二）以学生文明养成为抓手，打造学生德育评估体系

通过调研讨论，把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及张载“关学”等

儒学思想融入教育效果的评估体系。制定了《大学生品德行为养

成考核细则》，由中国传统文化导师与辅导员双相对学生进行评分，

把政治思想、品德修养、文明养成、课堂纪律、夜不归宿、考试违纪、

参与校院活动等考核项目量化计入德育考核中，结合学生的日常

表现逐项进行打分，每学期计分，毕业前进行德育总评，将学生

行为规范及个人修养的考核具体化。

结合学生学习、生活、思想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习总书记提

出的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

有大学生”为目标。在学生日常管理内容上设置了八个模块：一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三是“鱼化龙”精神教育；四是爱党、爱国、爱校教育；五是安

全法纪教育；六是情商培养与文明养成教育；七是心理健康教育；

八是勤学创优，树立优良学风教育。通过这八个模块的教育形成

了一个规范学生行为，提高其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内容体系。

（三）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实现学生多元化个性

发展

在校园中，举办各类校园儒学文化实践活动，比如诵读经典

名著，儒学文化演讲比赛，琴棋书画交流会等。依托学生社团举

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大学生领略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培养学生的雅乐之美。其次，

建设优质传统文化网络平台。以大众传媒、微信、网络视频、微课堂、

公众号、网页等形式传播现代化中国儒学文化，让儒学文明常态化、

生活化、规范化。在建设传统文化教育网络平台的同时，应优化

网络环境，加强网络监管，努力为大学生打造一个优质的网络平台。

（四）全校各二级院开设以儒学为主的通识课程

丰富通识课程内容，比如《礼学》《王阳明心学》《正蒙》

《西铭》《大学》《中庸》等国学典籍等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加

入学生教务系统，开课方式采用线下与线上同步进行，制定中国

儒学学习的线下线上学习考核体系，以学习通等学习平台为载体，

根据学生参与线上答疑、讨论和任务点的完成情况设置积分制考

核制度。同时，在线下学习中，还要监督学生的学以致用、理论

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从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中

看起，从为人处事、班级表现、宿舍文明养成看起，督促学生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引领学生从点滴做起发扬儒学精神，

以知促行，使儒学精神在校园蔚然成风。

四、结语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

中华传统文化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成长成才各环

节，才能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才能构建“三全育人”德育体系，使育人工作更有亲和力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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