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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形成的 
内涵及价值属性

朱韬运

（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 164300）

【摘 要】 素养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教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素养要求。以全面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为根本，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形成良好行为素养，深化行为素养的内涵及价值属性是关系到新时代社会发
展、民族进步的迫切需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析行为素养的内涵并论述了行为素养的价值属性，提出充
分发挥新时代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的“鲶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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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素养、工作行为素养及礼仪素养等 [1]。

2.2 行为素养的内涵
2.2.1 学习行为素养内涵
学习行为素养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培养和发展的

教育靶心，高等教育阶段是对这种素养形成的最后检测。
作为自然人完成九年基础教育的一个结晶就是要具有独
立学习的能力，并且能全面彰显其自然人的学习意识形
态，即体现学习能力的内在修养。这种学习行为素养集
中体现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信息意识、社会责任意
识等方面。高等教育的实质是对基础教育的承接及进一
步的强化和塑形，因此在规范大学生行为素养指南中，
应该把教育目标定位在对这种素养形成的检测和提高上。
例如，在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中，毕业论文应该是对作
为自然人接受大学四年高等教育最终学习行为素养最好
的评定、检测手段。学习行为是持续一生的个体特质，
大学生形成良好学习行为素养是发挥“鲶鱼效应”[2]的
基点，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2.2 生活行为素养的内涵
生活行为素养开始于幼儿启蒙教育阶段，整个基础

教育阶段由于很大程度上脱离不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因
此个体的生活行为大部分是在其特有的家庭背景下逐渐
养成的，通过个体的生活行为素养能够清晰彰显其家庭
文化底蕴等各方面的教育水平。正如时下得到社会普遍
关注的垃圾处理方式，单从是随地乱扔垃圾还是自觉管
理垃圾，就可以判定每个独立的个体及其家庭的生活品
质，而这种生活品质正是通过个体的生活行为得以外显。
良好的生活行为素养是对他人及社会不造成伤害或

不成为负担，提供正能量的一种内在意识形态的表现。高
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其生活行为素养是暂时脱离个体家
庭，在一个由不同家庭背景个体组成的群体里进行互学相
长的认知升级。生活环境的改变会极大影响个体行为的养
成，潜移默化中个体的行为素养不断发展、衍生，因此，
大学生形成良好生活行为素养是社会良性存续的原动力。

2.2.3 礼仪素养的内涵
礼仪素养是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于一

体的意识形态的综合表现，其形成受历史传统、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时代风尚等诸多因素影响。“礼仪素养”
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礼仪修养”，“素养”不仅涵盖“修

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的形成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民族繁荣。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阶
段都有素质教育目标做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
育部提出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明确不同阶段对学生
素养的要求，素养教育在育人理念和方针中得以明确化。
追溯词意本源，素质是一个与生理和本质相关联，体现
个体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反映个体
内在意识形态的一个表述词。素养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
是各种素质养成的一种行为表现。素养是素质和修养的
结晶，是在先天内在本质基础上通过后天修习养成的一
种深层次能力和水平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表现。素养的
形成在新时代文明社会高速发展转型的大环境下，既有
时代感又有紧迫性。新时代下承接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
大学生，其行为素养关乎中华文化传承、大国形象和民
族精神。

1  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形成的指导原则

行为素养由于其本身具有发展性和可塑性，因此我
们既要看到其培养及形成过程的客观性，又要清楚其衍
生过程的主观性。本着“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原
则，遵循“唯物辩证发展观”，明确高等教育的育人方针
和育人目标，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素养。
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间思想意识形态的演变，在

遵循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避免“一律、一样、
一致”的“一”字观念，采取“导向性”指引，符合自
然人认知行为演变规律，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和趋同性。
行为主义代表华生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
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
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
更改、增加或消除”。针对大学生行为素养的教育教学
工作，我们要本着持续良性的发展准则，放眼世界格局，
不能忽略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作用，持有趋利避害，因势
利导，与时俱进，弹性调整的教育理念。

2  新时代大学生行为素养的分类和内涵

2.1 大学生行为素养的分类
在核心素养范畴内，从基本素质能力及社会衍生能

力角度，认为大学生行为素养主要包括学习行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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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还要看到其概念本身更具有的发展性和适应性。谈
及礼仪素养的社会功能角色，可以从个体礼仪素养反映
出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状况以及一个民族精神文明
的进步程度。礼仪素养不是简单的对讲文明讲礼貌，尊
老爱幼等道德层面的理解，对处于不同教育阶段不同认
知高度的个体而言，其内涵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立场、
对象不断丰富和深挖。大学生礼仪素养内涵应该在基本
礼仪素养之上，更多地倾向于职场礼仪素养和交际礼仪
素养，这样有益于其顺利的进入职场，开展未来工作。
人们熟知“细节决定成败”，但“细节”或许就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动作，一句不经意的对白。例如，一个简单递
交文件的动作，人们下意识的动作是将文件的正面朝向
自己，利用单手逆向递交给对方，并没有考虑到是否便
于对方马上阅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将对方处于被动受
体位置，无形中混淆主宾，忽视了对对方的尊重。正确
的礼仪动作应该是把文件正面朝向对方双手递交，这是
一种呈给对方过目的尊礼。这样一个简单的递交文件动
作可能无意中会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  新时代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形成的价值属性分析

3.1 具有历史性
大学生行为素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固有民族文化

历史背景的影响，素养形成好比一粒种子的成长，品种
的优良性，栽培土壤的营养性及固有的培育方法都是影
响种子成长的历史背景因素。因此，大学生良好行为素
养的形成在新时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大环境背景下，必然
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性。

3.2 具有社会性
行为素养形成的前提要符合社会需求导向，大学生

形成良好行为素养对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行可起到助推作
用，人才培养的初心是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人
才与社会的“相似相溶”才能得以共生。形成良好行为
素养的大学生可以无障碍融入社会中，成为需要的人，
反之则不能融入社会。新时代从“宅人”族的涌现，就
暴露出这一群体在个人行为素养方面有某种欠缺，虽然
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但不能和社会很好的互动融合，就
如分散的微粒子静止于传输带上，增加传输带的摩擦力
降低其运行速度，在此把传输带的运行比作社会发展。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发展“互联网 +”商业运作模式的同
时，实体店留存的必要性不单单是“儿时的回忆”，更大
的价值应该是它本身不可取缔的社会性。因此，可以说
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的形成既是为成为社会人做准备，
也是社会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3.3 具有国际性
文化交融、经济互通的全球化网络信息时代，国际

形势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行为素养
的形成必然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互联网 +”的时代发展
模式，将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交流各方面都置于

这样一个开放无界域的空间里，可从多渠道、多角度获
取所需信息。毋庸置疑，信息容量、信息传播速度、信
息可靠性、信息导向性等极大影响着大学生行为素养的
形成。新时代大学生行为素养既要体现中华民族的大国
精神又要彰显国际情怀。

3.4 具有发展性
时代环境在不断更迭变换，行为素养既非固有本性

必然也要随之不断丰富发展，这表明新时代大学生行为
素养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性。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
光认识事物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时代在前进发展，
大学生行为素养也要与时代同步，应时代而生应发展而
变，这正是行为素养形成的价值属性体现。

4  大学生形成良好行为素养的期待和社会深思

大学生良好行为素养的形成是国家教育层次、教育
水平、优秀文化传承衍生能力的最直接反映。随着我国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比率逐年增长，积极鼓励形成良好
行为素养的大学生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是改善社会风
气，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在充分意识到大学生行为素养形成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后，为了使大学生形成良好行为素养，摆在我们面前
的紧要任务是探究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育人方针，确立什
么样的育人目标，丰富哪些育人内容等。
当全社会开始重视个人信誉度，提倡排队精神，约

束个人行为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公德问题，
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个人的行为素养问题。大街小巷，社
区公园随处可见宠物粪便，随处可见无拘无束穿梭于人
群中的宠物，这或许是想展现给他人自己生活的质量层
次，却忽视了这些现象折射出个人行为素养的欠缺，其
主人是否考虑到造成环境污染，不佩戴缰绳会造成周围
人的内心恐慌等问题？是否履行了应该给宠物接种疫苗
定期检查的责任和义务？尽管还没有引发全社会深思，
但各种问题令人堪忧。
行为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周期

体系。一个良好循环体系的建立，对重要环节进行强化
势在必行。大学可视为人文循环体系中的孵化平台，一
旦成熟必将产生两极社会效应，重视这个平台的建立是
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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