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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视角看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切入点 
杨春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618500） 

摘要：当前高校学生在自我行为习惯养成方面的成果是不够理想的，因此在实际进行高校教育落实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该项工作
进行持续加强，可以从传统文化这一视角进行分析来转变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实际落实思路，突破实际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从而帮助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可以获得更良好的成效。基于此，文中以从传统文化视角看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切入点
为主题对相应教育措施进行了研究探讨，期望能够对高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带去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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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在实际开展学生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学生本身的专业

学识与技能之外，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也是极为重视的。而大学生

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则一直是高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

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本身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且习惯本身就有着比

较强的惯性，故而，当前多数高校在进行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开

展时所获得的成效都是不够理想的。面对这种状况，高校在继续加

强该项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及时转换自身的工作思路，可以尝试从

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来帮助进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尝试将

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中去，借鉴古人的

智慧来帮助学生养成更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高校加强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必要性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高校中学生的行为习惯还是会令人感到不

安的，虽然大部分学生的行为习惯都比较良好，但也有一部分学生

的习惯是比较奇怪的，呈现出了一定的不良特点。举个例子，在实

际学习过程中很多高校学生都可以借助于计算机以及智能手机等

来辅助自己的日常学习，但其中一部分学生在实际学习的过程中缺

乏自主性，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力也不够强，以至于常常出现迟到，

旷课的情况，甚至上课玩手机，沉迷网络游戏等。再比如说，生活

方面很多高校学生的作息也比较混乱，对于个人卫生无法有效管

理，娱乐以及消费上没有节制，甚至有的高校学生因此陷入到校园

贷的陷阱中[1]。这些出现在高校学生身上的不良行为习惯对于学生

的整体学习生活以及未来发展都是会产生极大不利影响的。故而需

要进一步加强对其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帮助其构建更良好的行为

习惯体系，从而为高校学生的更美好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二、可能造成高校学生不良行为习惯的原因 
高校学生行为习惯的形成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其中最为

主要的就是其本身行为习惯上的惯性，这一点因为有着比较长时间

的累积作为基础，因此要对其进行纠正调整是极难的。个体行为习

惯养成的黄金时期其实是在中小学阶段，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学生

进入到高校之后其本身行为习惯已经基本养成，其本身表现出来的

不良行为也是将原本固有的习惯带到高校生活中了而已。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高校学生的行为习惯已经就此定型，完全无法改变。高

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也会对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带去一定影响。假

设高校管理模式过于粗放，没有及时关注到学生从高中进入到高校

环境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心态以及理念上的改变，学生就很可能会

因为高校环境的相对自由骤然放松对自己的约束，从而出现不良行

为习惯。 

三、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当前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工
作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后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尤其是其

中的儒家文化，更是重视对个体行为习惯的养成，这意味着我们的

祖先在行为习惯养成教育这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故

而，在实际进行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对过

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信息进行借鉴，开辟新的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

成教育思路，从而提升相应教育的成效与质量。 

（一）要注重对高校学生健康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中对于后代的德育教育是极为重视的，

相应的儒家经典著作中也在不断强调个体的外在行为往往是受到

其内在思想的影响的。譬如说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就有提到

“诚于中，形于外”，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是足

够真诚仁爱的，那么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言行举止自然会是合

乎规范的。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本身就是傲慢，自私，虚伪的，那

么其行为举止自然不会太过优秀[2]。高校学生因为生活在比较单纯

的校园环境中，对于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太强的分辨能力，但因为

高校与社会逐渐接触的特性，其在日常生活中又必然会与社会复杂

思想逐渐接触，难免会因此出现信念模糊，价值观牛秋等问题，因

此需要从传统文化入手来对高校学生进行更健康价值观的重新塑

造，从源头上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向往，从内到外

逐渐改变高校学生。 

（二）要注重学生家长在相应教育中的参与 

传统文化中也强调个体行为习惯的培养需要从小进行。譬如说

孔圣人就曾经说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甚至有不少出名

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有极富哲理的家训流传。这是因为古人认为个

体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应该接受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在幼

儿能够理解成人喜怒情绪时就对其行为举止进行规范，及早将幼儿

的不良习惯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因为我国特有的历史环境，很多家

庭中父母以及祖辈对孩子都比较溺爱。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家长会觉

得教育孩子是学校的本职，在实际学生成长过程中只片面地去追求

学生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行为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因子或者视而不

见，或者仅仅采取粗暴的手段进行教化，这对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的养成是极为不利的。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很多学生会带着不

好的行为习惯进入到高校中。故而在实际进行高校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落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还应该主动与学生家长联系，建立起更

顺畅的沟通，号召学生家长也参与到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中

去，学校与学生家长共同努力，最终获得的教育成果才会更理想。 

（三）注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中的“拨乱反正” 

高校在借助于传统文化来帮助加强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成

效的过程中本身要做的是对学生进行习惯养成教育，之间消除学生

原本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帮助其养成更良好的习惯。因此从本质

上来讲，高校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就对是学生行为习惯的一种“拨乱

反正”。在实际进行该项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应该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譬如说传统文化中有讲到“欲速则不达”，因此在对高校学生进行

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过程中不可使用过于简单粗暴的手段，急切的

想要学生改掉坏习惯，而是应该循序渐进，才能有更理想的结果。

再比如说，学生不良习惯的纠正必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高

校教师在帮助进行教育纠正的过程中必须要能够理解这种难度，并

不畏惧这一困难，要长期坚持，不断改进，必然会获得好的结果。 

四、选择合适的教育切入点促进高校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 
（一）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对高校学生开展孝道教育 

在实际对高校学生进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过程中，孝道教育

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切入点。孝道文化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的亲和



高等教育 

 182 

力，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比较深厚的积淀。高校教师在

对学生开展孝道教育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学校教育与学生本身的成

长，学生家庭等联系起来，带给学生的感触也必然是最深刻的[3]。

因此高校在教育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学

生的孝道教育。高校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性格以及学生日常与父母的

相处模式等进行调查，了解班级学生日常对待父母的态度，做到心

中有数。紧接着，选取传统文化中与孝道教育相关的，如《弟子规·入

则孝》，组织班级学生开展相关的主题班会，对经典进行学习，教

育学生与父母相处过程中应该做到“父母呼，应勿缓”，并要求学

生在班会之后写下自己对于相关经典的感触。之后建立班级家长

群，每天发布一个学生与父母相处的小任务，如学生主动电话问候

父母，在母亲节为母亲制作电子贺卡等等，以此来帮助加强学生与

父母之间的联系，也帮助二者之间的相处更融洽。而一旦教师发现

学生言行中存在对父母的冒犯问题，也需要及时在班级家长群中对

其进行批评。借助于这些日常的小事来逐渐改变学生的行为，使其

对父母更孝顺。这对于高校学生之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极为有

利的。 

（二）要积极开展对高校学生的劳动学习教育 

勤劳勇敢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推崇的美德之一。高校在

实际进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也应该积极开展对学生

的劳动学习教育，要借助于实际的劳动教育来帮助学生更切身地体

会到劳作的辛苦以及劳动的伟大，从而对劳动有更直观理智的观

点。也因此生发出更多对于劳动人民以及父母的感恩之情。高校教

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义务劳动活动，如组织学生打扫高校校园

中的垃圾，组织学生在植树节植树，组织学生为贫困山区的儿童抄

写书籍等等[4]。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用心做事的好习惯。所有的劳动

本身在技巧性以及困难程度上并不会很高，这意味着所有的学生都

是能够完成的，但如果学生不用心去履行自身职责，也会影响到最

终劳动成果。在实际劳动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对这些学生进行分

组，由小组内部进行合作去完成相应的劳动任务。在自尊心以及集

体荣誉感的驱使下，学生会更积极地参与劳动，并逐渐从劳动中获

取到成就感，这对学生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是有着极大促进作用的。 

（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 

个体在实际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重要的是能够及时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自身存在的不足，向着这些不足去努力提

升，才会为其带来更多的进步。高校学生亦是如此。其在实际学习

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自我反思，能够有意识地去

进行自我教育与提升，这对于学生行为习惯带来的帮助作用将是全

方位且持续不断的。故而在实际进行高校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工

作落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还需要注意借助于传统文化来帮助学生

学会自我反思，要有更强烈的反思意识[5]。一方面，高校教师可以

对传统文化中一些与反思相关的语句进行摘抄——“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人先正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学

生每天对其进行诵读，在经典文化的熏陶中帮助学生逐渐意识到反

思的重要性，能够懂得这些经典的内海，也在诵读过程中逐渐开始

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在实际进行学生教学的过程中列

举一些比较反面的案例，在学生感觉到情绪上或者心理上的不舒服

时点出这些反面案例中的不恰当行为，从而引发学生的反思，逐渐

帮助学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能够主动去进行改正。 

五、结束语 
高校教育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是

极为必要的，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更好的发展基础，在未来有更非凡

的成就。在实际帮助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中，高校可以从

传统文化入手寻找教育的切入点，如对学生进行孝道教育，提升学

生对劳动的更正确认知，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反省等。借助于这些教

育举措来帮助高校学生可以及时意识到自身行为习惯中存在的不

当之处并有意识地去进行改正，逐渐成为更优秀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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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评价体系由课堂考勤、课堂记录、期末考试以及项目考

核构成，其中项目考核以学生自评、学生互评以及教师评价三种评

价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评价体系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与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具体实施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式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项目考核 
实 施

类别 

课堂 

考勤 

课堂 

记录 

期末 

考试 
个 人

自评 

学 生

互评 

教师评

价 

所 占

比例 
10% 10% 30% 9% 9% 32% 

四、结论 
项目式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了将学生作为教学

的核心对象，实现了现代化的教学模式，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运用知识等综合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发挥项

目式学习的优势，结合学生情况、课程特点等设计项目，将项目教

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融合，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在育德的同时

育才，在育才的同时育德，将学生置身于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从而促使其成长为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担当的应用

型技术人才。笔者通过近年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发现，与

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项目式教学法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

率、实践操作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具有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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