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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科学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培养方式的探索
李显赫　蒋　楠　吕　焱　汪欣羽　唐洪福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因此，总结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是当下高

校学生培养面临的关键问题，塑造新时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显得极其重要。本文从新时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处事方式、产生原因，基

于行为科学理论，对学生自我意识展开探索，发掘学生潜能，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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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的概念最早在1949年美国芝加哥讨论会上提出，

融合了多种学科知识。行为科学理论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行为规

律的掌握及影响、行为主动性及积极性的促进等进行研究。行为

科学是综合应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

政治学、历史学、法律学、教育学、精神病学及管理理论和方法，

研究人的行为的边缘科学。它研究人的行为产生、发展和相互转

化的规律，以便预测人的行为和控制人的行为。因此基于行为科

学理论框架，以分析新时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思考方式现状为

出发点，结合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和社会外界需要，发掘深层次

学生自我意识，激发学生自我潜能，搭建核心激励体系，完善学

生群里行为理论，正向引导学生行为方式，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培养方式。

一、新时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和思考方式现状

（一）学生惰性严重，学习自制力差

对于当代大学生，经历了中考高考十二年的学习，让大部分

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心理，把大学看成是学习的最后一站，认为可

以放松心态，不重视学习。这样的想法在过去的学习中逐渐的根

深蒂固。进入到大学校园以后，由于大学的培养方式和高中有着

很大的区别，不再有人时刻监督学习，脱离了老师和家长的监督，

学生开始放飞自我，在大学尽情挥霍青春。渐渐地养成了惰性，

喜欢拖拉，执行力变差，同时学习自制力下降，面对各式各样的

新闻、游戏，学习变得毫无兴趣，不少优秀的学生开始沦陷，学

习成了应付，年少时的理想也忘在脑后。大学作为生涯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是最应该重视的，严重的惰性和低自制力对学生造成

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淡薄

现在的大学生被誉为温室里的花朵，可以说是从小娇生惯

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肩负着父母的期望，几乎是被家人宠

大的，缺乏生活常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便体现出来了。很多同

学没有合理的生涯发展规划，为了学习而学习，沉醉在安稳的

校园生活中，对未来的就业择业一无所知。当代大学生往往存

在“眼高手低”的现象，眼界更开阔，接触的新鲜事物更多，

也追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环境，却忽视了自身能力的培

养和社会现实。

当代大学生在实现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是被动的，

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当代大学生无法体会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

程中的艰辛，从小在父母的关怀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养成了

自私的性格，更多在乎的是个人利益，政治意识薄弱，他们更多

关注的是娱乐新闻、体育赛事，对国家的发展，时事政治漠不关心，

部分学生甚至盲目的崇拜西方政治制度，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认识

和价值观。

（三）学生心理素质偏低，心理问题突出

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弱表现在生活、学习、情感和社会交往中

的情绪失控。对于当代大学生最常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公平与正

义”，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标签。“公平与正义”对他们来说

不是传统的含义，而成了他们维护自身利益，自私性格的说词。

他们不会考虑他人说什么、做什么的初衷，第一反应就是个人利

益受到了侵犯，触碰了他们所谓的公平，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学生

培养难度大，一味地放任学生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当他们认

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却没有办法维护时，没有能力为所做的事情

负责任时，他们的心理防线显得极其的脆弱，放弃成了自我安慰

最好的说辞，严重的甚至想过轻生，面对压力时，缺乏舒缓压力

的方法和强大的心理素质，不能很好地控制自我情绪，这可能是

现在高校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行为科学理论与大学生培养方式的融合

（一）充分挖掘学生个性化需求

行为科学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从个体的需要出发，与我

们目前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方式不谋而合。行为科学理论认为动

机是一切行动的起因，通过对学生行为的预测和引导，从而支配

其行为，提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学生可以针对每个人的个

性化需求，设置相应的目标和内容，对其学习计划进行改善。在

学生培养过程中，培养计划，教学资源，培养环境要能根据学生

的性格特点和需求进行设计，充分激发、调动并控制学生的学习

内容和发展目标，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二）建立学生心理画像，精准引导

人的心理对人的学习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在对学生成长成才

的培养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思考和研究，应该综合

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学习动机，促进积极因素，通过积极的引

导消除不良的心理因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活动、行为、

操作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就在启示学生工作

者，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要细心观察，学生的每一个举动都能反映

出一些信息，通过各种方法观察了解学生的行为、心理，进行适

当的记录，总结学生行为活动记录表，结合学生性格特点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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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分析，总结出学生的行为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

掌握学生的活动规律，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提出合适的建议，

保证学生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三、适合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培养机制

（一）建立完善的制度制约当代大学生的不规范行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及其重要的。

社会环境对 90 后大学生在思想上，行为上，性格上以及价值观上

有着严重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正处于一个多元

文化交叉的时代，这个时代最该学会的是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面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可能杜绝大学生与外界的交流，

但是我们可以去引领他们学会分析，减少其中的不利影响，避免

产生严重后果。

在高校中，我们能做的，通过建立合理合法的校规来约束学

生的行为，避免学生和外界不良影响接触。定期结合时代特色和

时代热点开展有指导意义的活动，对校内展开的社团活动做严格

的筛查，严防低俗活动。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后的学习的环境之中，

也是思想最为活跃，行为最为自由的时期，如果学校没有良好的

风气，教师没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教学办法，那走出来的学生必

定不是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为一定不

能放任，及时引导，适当的给予惩罚。好习惯的养成离不开约束，

在学习、生活、心理建设方面制定适当的制度，是保证学生在校

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保障。

（二）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高等教育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时刻记住我们要培养的

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培养人。祖国需要的是有着创造能力和活

跃思维的建设者。行为科学理论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个人的需要

进行分析。学生的教育应该针对学生的个性和意愿进行适当的引

导，通过对学生发展意愿的了解划分培养的侧重点，充分发挥学

生的长处，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能营造愉快的

学习氛围。对不同的学生要学会因材施教，不能一昧的开展传统

教育。

这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学会观察学生的行为举动和心理活动，

从而进行分析，走进学生内心，真正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注意适当的激励，激励理论是行为科

学的重要支柱。适当的给与学生激励，引导其在正在进行的或擅

长的领域继续发展，取得成绩。个人的激励整合在一起就变成了

群体的激励，在学生范围内将打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势头。用沟

通代替管理监督，用行动代替纸面上的规章制度，通过系列人文

关怀，因材施教，激发学生潜能，助推学生成长成才。

（三）将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学生教育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

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八个字

指明了培养人才的方向，新时代大学生的教育应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鼓励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鼓励学生投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就业选择上，我们应引导学生为国家做贡献，

投身到祖国需要的岗位，我们没办法主宰学生的选择，但是有义

务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帮助学生进行合理的

生涯规划，做出正确、无悔的择业。

诚实守信，以诚待人。诚信一直以来是做人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新时代大学生应该行的端，做得正。诚信是为人之本，高校应该

培养诚信的学生，才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加强学术道德教

育，开设学术道德讲座，作为高水平人才，一定要在学术上诚实，

不弄虚作假，同时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以身作则，将诚信教育贯

穿始终。

待人友善，豁达开朗。一个优秀的人离不开友善两个字，这

是一种对人对事的态度，也是一种良好的心态。当今社会讲究团

队协作，友善是组建一个优秀团队每个成员必不可少的个人素质。

大学期间应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注重团队建设，鼓励学

生在团队协作当中养成待人友善的优良品德。

社会和高校为大学生建立健康成长的环境，引领大学生根据

社会现状，增强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积极地引导大学身放弃个人私利的一面，努力塑造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合格人才。

（四）加强网络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行为科学理论启示教育

者应当注意观察学生的行为，网络现在成为学生们真实表达自我

的平台，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及其重要。目前网络呈现出“泛娱乐化”

的现象，对于无人、无处、无时不网的大学生，只有在网络上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立德树人

的全面落实。

高校应该依托校园新媒体，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核心，弘扬时代正能量。各基层学院依托微信、QQ、朋友圈、

公众号、抖音等大力开展网络思政教育，营造网络思政氛围。

具体可以通过线上讲座，视频，音乐，图片，小程序等结合时

代特色，开展系列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多的

民族自豪感，责任感传播给同学们，引导学生知识强国，学习

报国。学生在哪里，思政教育就开到哪里，打造精品品牌，不

断丰富品牌内容，形成长期的活动模式，让网络思政课更有亲

和力，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针对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学生返校推迟，各大高校

要求学生工作者加强网络思政教育。网络思政教育体现出相对于

传统思政教育的优势。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接受效果更好。网

络思政教育应该贯穿始终，扎实把其做细做实做精，线上与线下

结合，为学生打造一个充满社会主旋律的培养环境，从而培养有

理想，有担当，敢于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

四、结语

基于行为科学理论在学生教育方面的启示，努力探索新时

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高校应从以人为本出发，尊重学生，

帮助学生激发学习热情，推广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完善的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高校工作者应该以自身出发，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指引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做

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凤瑞 . 行为科学基础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