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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4864”学生工作体系指导下的“4+N”大学生行为

习惯养成教育研究 
万辉 

（银川能源学院商学院   宁夏银川 750105） 

摘要：当前，德育教育在新课改和新课标的不断深入在高等院校中迅速发展，社会各界对大学生行为的养成教育也在不断的进
行着探索。高校学生的养成教育在由理论向实践推进过程中，人们对思想政治品德的追求更加深入，逐渐由口头语言表达标准转向
为行为，因此，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培养为范例的养成教育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养成教育以社会要求为规范，结合教育方
法，循序渐进的对大学生施加影响，使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全其思想的品德实践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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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1.1 强化思想引领塑造良好形象   
养成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具体方法，指向大学生行

为习惯培养的养成教育,其目的是引导高等院校学生行为规范
化，通过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事务管理、成长服务与指
导等方法引导让学生在行为上进行调节和约束，让大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中都表现出符合社会需求和自身身心需求的行为习
惯，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氛围和人文环境。从大学生自身内在的
角度来讲，强化大学生的道德引领可以巩固其品德认知、情感、
信念、意志等品德结构，为自身的远大理想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1.2 完善德行人格满足全面发展需求 
人的行为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的思想品德现状，培

养大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德育的终极目的之一。这说明了养
成教育对于大学生的个人品德完善方面而言具有重要地位。具
有高尚品德的大学生应该拥有健全的品德认知和品德情感，以
行为方式践行出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具有高尚
的德性人格，为大学生追求全面发展奠定道德基础。大学生的
全面发展指的是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身的全面本质，要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就要追求健康的思想品德，而思想品德呈现在大学
生的行为习惯上，大学生群体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无限的追求，
养成教育在促进大学生完善其道德品格，满足自身全面发展方
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大学生行为规范的时代要求 
在时代不段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对大学生行为要求

是不同的。从政治维度上来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下规范大学生的思想信念，帮助大学生
以崇高的志向知道自身行为，最终成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
才；在自身思想维度方面，时代要求大学生正确对待高等院校
的大学生制度，在学习上要积极实践，在学习中勇于创新，提
升自身的个人情趣和素质，将时间花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从
遵纪守法的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人们在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法制在逐渐完善过程
中，很多问题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生要
从自身做起，培养出崇尚正义的道德人格，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3 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有效路径 
3.1 认知教化，情感激发 
认知教化，情感激发是从自身情感上对行为规范产生认同，

依据行为标准来调整自身的行为习惯并激发自身的行为积极
性。大学生行为是其自身品德呈现因素，养成教育虽然注重培
养大学生的规范行为，但从知、情、意、信得道德结构来讲这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大学生道德完善的过程中是这些因
素的共同作用。要针对大学生的行为对其进行教育也必须在此
基础上开展教育活动。所以，大学生形成对行为规范的正确认
识，是培养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有效路径。确立教育目标和
行为规范之后，就要通过易于接受的方法让大学生从心理上认
同以形成正确的认知，从思想上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规范的，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大学生对养成
教育产生情感冲动，激发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养成
教育的活动中来。  

3.2 行为训练，体验领悟 
 行为训练，体验领悟指的是通过方法训练在一个时间段内

对大学生按照行为规范要求来规范其自身行为，并帮助大学生
从规范的行为中产生体验领悟，从自身意愿出发并在以后的生
活、学习行为中中坚持的习惯。这个环节是养成教育实践的关
键环节，也是比较有难度的环节，是把大学生的行为规范意识
转化到行为实践的一个过程。再具体的教育过程中，首先要让
大学生对行为规范进行认知，激发大学生的主动情感，并提出
具体的行为规范要求，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引导其成为自身的
行为动机并进行重复训练，在重复训练过程中产生行为体验，
在心理上与规范产生共鸣。 

4 结语 
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应当是一个系统的研究课题。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在新课改和新课标作用不断深化下，
大学生的文化成绩已然不能成为评判其学习优劣的标准，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高等院校教育模式
回归到“人本化”的今天，就意味着教育者以及大学生都认识
到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成人”也成为教育机构和大学生的
基本诉求。而养成教育正是基于这种教育目的致力于培养大学
生“成人”的教育形态，旨在完善大学生的行为习惯，提升大
学生道德践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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