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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慎思与爱人：人文学对高校辅导员的启示 
田森 

(西安体育学院  710068) 

摘要：我国的文学历史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可以陶冶情操。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与
传承。自古以来，我国的经典名著数不胜数，这些文学作品都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被世人所传颂千年，直到流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这些文学作品所带给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上以及思想层次上。更
多地带给我们一种修养，对于我们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束缚。因为文学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涵养，它教会我们如何有
深度的进行思考，我们通过书面的文字传达给我们的东西来分析与思考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并及时地用文学修养来解决问题。
本文将结合个人文学修养来谈谈当代大学辅导员应如何提高自己来管理好学生，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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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学教会我们如何分析问题、明事理，如何用正确的思

考来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文学所带给我们的实用价值远超它本
身。本文将深入的分析作为当今时代的高校辅导员，应如何运用文
学修养来解决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问题。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为
人处世方面，辅导员应做到厚德、慎思与爱人。厚德是在为人处世
时所应具备的修养与品质，慎思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谨言
慎行、学会思考、慎重做决定。那么爱人便是需要辅导员们在日常
管理学生时，需要有一颗爱心，学会换位思考去关心、爱护学生。
除了这三点，高校辅导员们还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去阅读经典文学
作品。从文学作品当中汲取知识的能量，不断提高自身的个人文学
修养，这样才能在日常管理学生的时候真正的用人文情怀来更好的
对接学生们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意义，才会真正受到学生们的
爱戴。文学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思想传播的媒介，辅导员们应
利用好文学修养，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生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
出新一代优秀的接班人。 

一、厚德载物. 
中国自五千年以来，文学的延续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在中华

文明发展的几千年历史当中，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其中
既有“厚德载物”这一说法，又代表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厚德”
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的特点。放在当今社会来看，“厚德”有
两层含义：一是日常道德修养的培育，交通法律法规的遵守、公共
设施的爱护、环境卫生的保护、多参与公益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等等，都可以体现出厚德的道德修养。二是思想层次上的提升，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和思想素质。将厚德载物这一美德完整地继承下去。所谓厚德，其
实是一种良好的思想品德。“仁、义、礼、智、信”就包含在“厚
德”当中。这是几千年来老祖宗留给我们做人的标准与宗旨，也是
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德行”。要求我们有仁义、对人坦诚、遇事有
智慧、做事讲究诚信、待人要有礼貌等等。那么，在当代高校的辅
导员工作当中，也需要做到这些。首先，辅导员们应当在面对学生
时，需要极度的坦诚，设身处地地为学生们着想。这样，学生们才
会更加信任辅导员，辅导员们的工作才会更上一个台阶。在学生们
生活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时，辅导员们应当及时为学生们解决问题
提，做一名具有责任感的当代辅导员。这样才能得到学生们的爱戴
与信任。将“厚德”这一美好品质与工作相结合，更好地融入实际
工作当中，这样能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工作效率，也为学生们带来了
便捷。因此，当代高校的辅导员们应当在工作当中，结合厚德载物
的优良品德，为学生们带来温暖，帮助他们更好的完成学业，从而
顺利毕业。用自己的行为来带动他们，起到以身作则的示范要求，
带领学生们一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学修养。 

二、慎重思考. 
慎思的意思是明辨是非从而慎重思考，清楚地辨别，要懂得区

分并且知道后果，如何再去决定做一件事情。慎思出自《礼记·中
庸》，原文是这样写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有弗之，学之弗能，弗措也；这句话的意思经过后人的翻译为，
要广泛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要对于知识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要对学问进行详细的研究，要慎重的去思考问题，明白的辨别，真
切的力行。不学的话无所谓，但是只要进行了学习，不学到通达畅
晓就绝对不能停止。 

因此，我们应当学习书中所流传下来的学习精神，不断地学习
来提升自己，对于知识要有种渴望，要不断地激励自己，从而达到
一定的高度。我们在书中明白道理，在书中学习文化，在书中体会
前人的智慧。不断地学习文学作品当中带给我们的东西，这样才能
不断地提升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层面更加丰富。 

作为当代高校的辅导员们，更应以身作则，不断地通过学习来
提升自己。在高校胜任辅导员的工作，是需要面对一群有文化、有
内涵、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大学生们。因此，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更应当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与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要做到以理服
人，处理问题时或是遇到困难时，需要谨言慎行、慎重思考，深究
其背后的本质。这样，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学生们更好的解决问题。
这样的思想道德修养都源自于文学带给我们的底气。文学的意义在
于它可以启迪我们人生的思想，改变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辅
导员的工作又是教育方面的，其实与文学对于我们的意义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都是需要育人，教会学生们一些更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因此，高校辅导员们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多学习文学知识，从中不
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这样才能给学生们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也能为学生们更好的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三、育人与爱人. 
众所周知，当代高校的辅导员们是一群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工

作者。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覆盖面非常的广泛，是一个非常全面
的工作。他主要负责与学生们学习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辅助性工作。
其中，重点在于先管理，后教育。那么，如何有效地管理一群高素
质、高涵养的大学生们，这是一个值得所有高校辅导员们深思的问
题。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阶段，因为还是未成年，所有学校
的老师们大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和培养学生。但是
在上了大学之后，学生们都是成年人，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思想，并
不适合小时候的管理方式。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和所见所闻强行加到
学生们的身上。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束缚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
此，高校的辅导员们应当寻找出适合管理当代大学生们的一套教育
方法，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管理。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教育方式有很多。其中，最受欢迎的应
该是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在中国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
《论语》当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将学生分为很多种每位
学生所适合的方向也不太一样，因此，作为老师，首先就是要发现
学生们的特长所在，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设定不同的教学方案。这便
是文学作品当中传授给我们当代教育者的教学理念与目标。那么，
在这一过程当中，就需要高校的辅导员们在与学生们日常接触的过
程当中，充分发掘每位学生的潜质，给学生们更多地关心与爱护，
在学生遇到问题时有耐心地帮助学生们一起渡过难关。用爱的方式
来正确引导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道德修养。以爱之名来感化每
一位学生，做好当代高校辅导员应尽的义务与职责。这样所教育出
来的学生才更加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会具有一定的爱心。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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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统美德与经典文学当中流传下来的正确思想传承下去，这
才是每一位辅导员应尽的职责与任务。 

四、文学素养及其日常生活的关系. 
文学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面的知识，它更是一种精神层次

的提升。对于我们的行为有着更好的约束作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我们应当用正确的方式去处
理这些问题，将经典文学作品当中的正确价值取向去处理问题。 

文学作品给我们所带来的思想取向是积极的、正向的。所谓的
思想倾向，也就是道德取向，也是思想导向。它引领着我们的思想
走向正确的方向，规范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它包含着作家
的人生理想和理性追求，体现着作家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与世界观、
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念，在这些引导下对人生的思考与期盼。我国古
代“诗严志”的说法就表现出对于我国文学表达情与义的思想内容
的重视。我国“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说法就体现出文学教育
的意思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从小到大，每个人所读过的经典文学
作品不在少数，例如《官场变形记》当中让我们明白了在官场上的
尔虞我诈和阴暗的社会背景、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的家族从兴
旺到衰败的一段历史、朱自清的《背影》当中父亲对于儿子细微而
又不善言辞的爱。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不仅体现了家庭的小爱，也有
着关乎家国情怀的大爱。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也应当取
其精华，在日常生活当中，将文学作品当中所传颂的思想精神作为
航向标，用这些精神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行为，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
人生道路。 

五、教育理念以及管理所需的人文情怀. 
做教育就要有“人文、情怀”。可能有人会问，情怀归于哥人

文具体是什么？其实人文指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样就只
得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情怀，我记得是你
的教育这份事业的一个热度，以及各奉献度。亦师亦友、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教育状态，跟一个学生相处以及在教学弄不上地处理这
种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如果你做就不同人文风情
怀两个角度出发，只追求功利的话，那么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所以，作为当代的高校辅导员，应当注重学生们文学素养的培养，
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关心与理解学生们的心理状态。用爱的形式来感
化学生们，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高情商、高学历、对于社会有

用的当代大学生。有了这样的教育理念，人文素养在辅导员和学生
们的心中留存得久了，就会变成本身的性格以及自身的一种本能。
这也正是我们常觉得文人都很有气质的原因。 

总结：“腹有诗书气质华”，我们不管作为学生们还是当代高校
的辅导员，都应当多学习、多读书、领悟经典文学作品当中所传达
的人生导向与人文精神。当代高校的辅导员们是大学生在人生道路
上的指路人与方向标，是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航标之一，辅导
员们应当将自身的人生经验以及文学修养正确的传达给学生们。本
文以文学对于当代高校辅导员的启示与目标作为深入探究，对于文
学本身的精神来展开思考与摸索。我国的文学发展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思考，如何将经典的文学作品
与其传达出来的精神传承下去。文学作品是思想传播的一种重要媒
介与途径，高校辅导员们应当引领学生们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并
展开思考与学习。在辅助学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注重学生们
的学习成绩，也要有更加系统的教育计划于成熟的理念，照顾到每
一位学生。将文学所带给我们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沉淀，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们的为人处世，将文学作品的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弘扬中华文化，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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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独白 巵体话语书写，尚有其一“奉君金 之美酒”对繁华
落尽人生悲歌的诉说，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对命
运无法把握的倾诉，其十二“我君边戍独稽沉，执袂分别已三载”
拟写戍边战士妻子对夫妻别后生活状况的哭诉，其十八“诸君莫叹
贫，富贵不由人”对人生命运妥协无奈的悲叹等作品，其内心独白
话语书写也极富戏剧性和动态性。 

3.旁白体书写。戏剧旁白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画外音或由非演
员的剧务人员向观众对剧情进行介绍或说明；二是既是戏剧演员身
份又兼剧情介绍人员对相关剧情进行陈述或评说。鲍照《拟行路难》
组诗主要采用的是第二种旁白形式，诗人时而由抒情主体变成旁观
的陈述者，这类作品比例较大，主要包括其二、三、五、七、十、
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 10 首诗歌，差不多占了六成的
比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10 首旁白体有 7 首诗歌开头均以
“君不见”作为发语词，这一写法是鲍照的创造，后来被唐朝诗人
发扬光大。“君不见”是一个旁白型典型的提示语，此刻诗人置身
成为旁白的角色或“局外人”的角色，对诗歌要表达的内容或主旨
进行冷静客观的陈述。如其十五： 

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
其中。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
昔时千金躯。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 

诗歌前六句以旁白形式陈述显赫一时的汉武柏梁台、秦皇阿房
宫及其歌妓舞女被岁月和荒芜湮没的历史事实，为后面“我”随酒
逐乐、时不我待的抒情作了极力的铺垫，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综合起来，这些旁白体话语书写形式，主要包括对历史与现实（其

七、十五、）、时光与荣衰（其二、三、五、十六、十七）、生存与
死亡（其十、十一）、离别与思念（其十四）等内容的旁白陈述，
对突出诗歌主题、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也恰是
诗歌戏剧化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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