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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背景下民办高校退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示

范教育路径探索 
滕效慧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510925） 

摘要：高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兵源，随着大学生队伍中退役大学生士兵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退伍士兵的未来发展和其

自身建设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相关部门不仅仅要加强对退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处理，还必须要加强退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使其能够更快的融入到高校学习和社会工作当中，以更加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来担当起自身的使命，从“三全育人”的背景出发，探

讨民办高校退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对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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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社会人才的主要代表，而大学生退伍士兵则更是我国

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力。现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士兵退出

现役，他们在恢复社会身份的同时也必须要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担负起社会发展中的榜样责任。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高校推移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需要针对于当前退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

行研究，探寻提升退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路径。 

一、退役大学生士兵特点 

退役大学生士兵拥有与普通大学生士兵相同的教育道路，一方

面其在纪律性、思想道德、自律性等方面要优于普通大学生，而另

一方面其在职业发展、技术学习、专业锻炼等方面却稍有落后。从

个人道德层面来说，退役大学生要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相对于

普通大学生相对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态度来说，退役大学生更加

可以树立起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背景下的标杆，

成为普通大学生的榜样力量。具体来说，从职业素养上，退役大学

生大多都在部队经历过两年的军事锻炼和思政教育，但是在职业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却较为落后，回到地方之后在专业方面的落后

很容易导致大学生退役士兵出现心理落差的问题，学习的动力消

失，而落寞和消极也会使得退役大学生的内心社会责任感慢慢消

退，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退役大学生从职业规划方面也有

缺失，很多人经历过部队的洗礼之后往往伴随着对现阶段职业发展

的迷茫，就业思想的缺乏也使得退役大学生士兵发展道路更加坎

坷。当然，退役大学生士兵所拥有的高度纪律性、自律性等都使其

发展的最好推力，通过调动起其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严明的纪律

观念和大局意识可以更好的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不仅有利于明确其

自身的发展道路，更有利于推移大学生建立起道德标杆，引领其他

大学生向好向前，转变大学生群体的不良风气[1]。 

二、社会责任感示范教育现状 

(一）社会责任感示范教育取得的成效 

第一，爱国热情高涨。在当前社会发展中，部分退役大学生有

着较好的精神品质，在部队中熏陶了他自己，尤其是忠诚爱国精神

品质。退役大学生本身是存在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责

任感。退役大学生希望祖国发展日益强盛，希望人民生活安定幸福，

热心参与公益活动，积极关注国家大事。 

第二，学习意识增强。退役大学生对于自己肩上的责任有着更

明确的认知，可以了解自己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自身的

学习使命感强，竞争意识好，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涨。退役大学

生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拓宽知识视野，花费更多的财力、

物力和精力去学习专业知识以外的很多新的知识。 

第三，继承了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部分退役大学生的思想品

德远远好于高校部分学生，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尤其是更为

注重孝道，并会付出实际行动以孝顺父母，主要表现在刻苦学习、

掌握本领等各个层面，报答父母给予的养育恩情，以更好的回报父

母。 

第四，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退役大学生中，在退役后回到高

校之后可以发现大多数人还保持着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以

乐于助人、热心积极为自己的主要行动宗旨。鉴于该情况，实际上

在对退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中，大多数高校还是以积极向上

的风气为主导，保证推移大学生群体社会责任感的主流思想是积极

且健康的。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现状 

对于退役大学生而言，其本身存在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在

部队受到的价值观引导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但往往由于部分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依旧存在部分退役大学生的认知存在问题，这种情况

还是需要被关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即为： 

第一，部分退役大学生过于关注自我。退役大学生价值取向更

加多元化，有时往往只是过度关注自我，认为自己的价值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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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利益之间往往会选择后者，着重于眼前，无私奉献精神不足，

坚持以自我为主线，以自我为中心。一般来说，此类群体的认知比

较注重在个人努力上，一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会更偏向于

个人利益，更加强调主体，严重的话还会牺牲集体利益为个人利益

让路。 

第二，部分退役大学生更加重视个人理想。部分退役大学生重

视个人理想的完成，并不会将其考虑在社会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上，

不考虑其是否符合社会价值观。例如，很多大学生很多时候会思考

自己后续就业以及发展状况，具体而言，能赚多少钱。 

第三，感恩意识淡薄。部分退役大学生的生命伤害事件频频出

现。主要源于这一类大学生对生命比较漠视，不认为生命具备存在

的价值和意义，更别说尊重别人的生命了，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另

外，部分退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缺失，感恩心少。 

第四，对生活更加迷茫。退役士兵们从入伍到退伍的两年间可

能就会出现较大的技术进步和思想变化，他们在退役之后很容易会

对当前的社会环境感到迷茫。退役大学生因为自身的专业学习和技

术能力方面都要弱于普通大学生，学习过程也并不顺利，同时也面

临着职业发展的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在退伍之后感到迷茫，消极

弱化情绪严重。 

三、退役大学生士兵社会责任感示范教育路径 

（一）明确教育理念 

在教学中渗透社会责任教育，明确教育理念，选择合适的教育

教学方式，还要从退役大学生士兵熟悉的生活事物或经验出发，把

知识有效引入其中，增强知识应用能力。引导退役大学生士兵在生

活情境中观察和思考问题，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由浅入深，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教学中，可以结合知识

点，给学生设计富有趣味、实用性强的生活问题，然后指导退役大

学生士兵运用知识进行解决。让退役大学生士兵感受知识的现实价

值，进而提高用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有关问题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丰富教育内容 

丰富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教育内容必定要结合现实情况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教育内容丰富和完善，主要可从实践活动以及课程实践

两方面着手对其进行分析。 

（三）在课程实践中丰富教育内容。在传统教学知识点的基础

上，融入了许多德育教育方面的内容，其中也蕴含着与社会责任感

培养有关的元素。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课程中增添社会责任感教育，

立足于国内的课本知识，有效挖掘其中潜在的社会责任感元素，以

便快速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退役大学生可主动承担起自身的

职责，规避一些不良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学习雷锋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等等。 

（四）在实践活动中丰富教育内容。社会责任感虽然是一种心

理意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退役大学生士兵是否具

备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实际行动和具体行为上。例如，可积极参

加一些社会实践类的活动，通过给予他人帮助接触社会，对社会有

全面的了解，洞悉社会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国情民情，在社会实践中

感受并帮助他人，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满足感，对社会上发生

的事情有着深刻理解。在教学中把社会责任感渗透其中，单纯依靠

课堂中的口头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培养和引

导。使退役大学生士兵在体验互助、互动、交流的快乐，培养退役

大学生士兵帮助他人、为他人提供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五）创新教育方式-榜样示范教育 

榜样示范教育属于大学生士兵社会责任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其对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价值意义颇大。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

行简要分析，如下所示： 

第一，采用榜样示范教育的方式，以身边的真实案例让大学生

理解到自己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引导大学生对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人生理想进行思考，不可一味注重个人利益，要将自我融入于社

会中，尤其是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综合考量； 

第二，以周边真实的人物以及事件激发退役大学生士兵的认

知，规避传统状态下理论教育的缺陷，让其与理论教学产生共情，

将抽象的理论教育加入到价值观事件中，这样来说获取更有说服

力，增强示范教育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在三全育人背景下退役大学生社会责任

感示范教育的道路，在分析了退役大学生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大学生

士兵的社会责任感示范教育现状之后，提出了几点教育对策。为了

能够更好的保证退役大学生的道德标杆作用，提升其社会责任感，

还需要高校单位能够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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