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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融合的学风建设机制
白树虎 胡 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4000

摘 要：高校院系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分别对学生履行管理和教学职责，共同构成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目标的

整体教育构架。要落实“三全育人”和“十大育人”的教育目标，整合性的学风建设成为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环

节。界定高校学风建设的目标、内容和路径，并且探讨了具体操作的步骤和机制。

关键词：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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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ent work and teaching work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in universities perform th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students respectively,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goal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three-wide education” and “ten major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study sty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n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operation step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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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在高层面上立德树人，以满

足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要。高校肩负着这个

使命，在落实这个使命的具体操作层面，教学工作围绕

课程教学，以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为载体，教授和训练

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学生工作围绕活动和实践，以思

想政治建设和学风建设为平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与社会融合发展。这样的教育机制设置在理论上是分工

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发展，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教师目标与学生目标分

离，学生工作目标与教学工作目标分离，最终导致学生

实际能力与社会需要分离。这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目标

是完成以科研为主、教学为辅的工作量，在高校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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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生存、晋升，抢占优势资源，学生是否成才实际

上不是教师教学的本质目标。教师如此追求自我成功，

而非助人成才，于是教学工作基本上就是教书，而忽略

育人，而育人的部分被“成功学导向”占据了绝对的空

间和时间。民族使命、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创新发展

等教育的高层目标已经成为获取个人成功的阶梯和外衣，

表面红红火火，内部空空如也。

即使如此，教学工作是高校绝对的中心，而学生工

作变成了次要的、辅助教学的工作。学生工作管理、服

务和教育三大职责，最终就必然重管理，做服务，轻教

育，而恰恰教育学生才是学生工作最本质的职责。这样

把学生管好、服务好，只要学生不出事，再组织一些拔

尖学生做一些特色出彩活动，拿一些奖，学生工作就大

成了。这样学生就成了要管和要服务的对象，教育反而

变成可有可无的部分。那么，作为学生工作教育的主体

工作之一的学风建设，虽然总是被强调，但是往往被忽

略，更不要说通过学生教育促使大学生在更高层面上认

知、思考和行动，为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做好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落实学风建设，推动行动实

现高层级全面育人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目标，便是本文要

讨论的部分。



教育与学习 4卷 8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18

2 学风建设的界定

高校学风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部分人认为是

不言自明、人人都懂的事情，学风建设往往被定义为怎

么样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使学生好好学习专业知识。

这样的定义显然过于狭窄，既不符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

综合要求，也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因此，有

必要对高校学风建设进行明确界定。

学风建设的界定需要明确三个方面，学风建设的目

标、内容和路径。2017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总体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强化基础、突出重点、

建立规范、落实责任，一体化构建内容完善、标准健全、

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切实提高工

作亲和力和针对性，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不断开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育人措施：“充分发挥课程、科研、

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

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挖掘育人要素，完善育人机制，

优化评价激励，强化实施保障，切实构建‘十大’育人

体系。”

本文认为，《纲要》提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总体

目标就是高校学风建设的目标，就是“着力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个目标指向培养综合发

展的人，培养符合社会建设和发展需要的人，培养有担

当民族复兴使命决心和能力的人，与以往时代不一样的

新人。显然这个目标是高远、全面而具体的，为当代高

校教师和大学生发出了历史号召，而不仅仅专注在个人

成功的个人主义目标上。

高校学风建设按照“十全育人”的内容来对照，在

操作层面，可以对照为以下内容。学风建设首先要聚焦

以课程为主体的专业内容以及通识内容，这个是学风建

设的本和主干。现在高校部分学生把主要经历放在了实

践活动上，不惜逃课和混及格，这显然是舍本逐末。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好到了产业升级阶段，需要大量

具有技术创新的人才，而科研能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

能力。因此，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精神和能力，也成为

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还有一项重要的学风建设内容就是在实践中学习的

学风，尤其是到社会中真干实干的实践是当代大学生非

常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实践育人是“十大育人”中实

践育人是唯一要动手、要实操、要与社会现实接触的育

人内容，能够让学生验证和应用所学内容，发现社会现

实和需求，才能真正激发学习和科研的动力，找准与社

会发展匹配的个人发展方向。同时，让学生在实践中遭

遇困难和挫折，获得成就与喜悦，能够让大学生正确认

识自我，既看到自己的优势，也明确自己的不足，就能

切合实际地给自己定位，明确方向，静下心来通过学习

发展自我。

文化育人也是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是在学

文化，而且应当抵制和远离低级庸俗文化，学习传统文

化，传承红色文化，参与创造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文化。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时代，尤其要激发学

生通过网络传递积极向上的文化。

在所有育人过程中，其实学生的心理都在发生着主

动和被动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

极的。学风建设应当顾及学生的心理建设，关注学生的

心理健康。 “自尊自爱、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学习

氛围应当成为学风建设的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管理、服务、资助、组织育人其实是在具体的行政

工作中，用教师的一举一动，做事情的认真负责，做人

的积极向上，豁达宽仁，公平公正，在潜移默化中让学

生学习到综合的待人处事、面对挫折、感恩社会等方面

的内容。这一项对高校教师的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对高校的整体管理和服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且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起到学风

建设和育人的作用。

综上所述，高校学风建设就是围绕思想政治工作，

创造校内外多路径综合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多样

化平台和机制，促动和帮助学生努力学习，自我发展，

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高社会责任感的

人才。要实现这个目标，学生工作系统和教学工作系统

的融合成为必然路径，不能融合，就无法实现学风建设

的目标。

3 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融合的学风建设机制

通过上面对高校学风建设的界定，要做到“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做好学风建设，那就必须打破现有

高校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之间的隔阂和分离，使其相融

合。这样才能聚合人力资源，形成共识，统一目标，统

一规划和实施，为良好的学风建设搭建合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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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在高校内部建立学生工作与教学工作联

席机制，这个机制是学风建设的核心领导机制。这个机

制在学校层面就是教学工作部和学生工作部的合作机制，

在院系层面就可以通过院系党政联席会或者院系联席工

作会议来实现。在这个机制内，打破圈子意识和地盘意

识，需要牢牢聚焦学生的成长成才，把学风建设当成两

个体系都要做的事情，合作的事情，而不是谁配合谁做

的事情。教学工作系统组织教师负责学生在课程、专业

学习中的学风建设，培养学生热爱专业学习和科研。学

生工作系统组织辅导员和班主任负责管理、服务和教育

方面的学风建设。

其次，明确学风建设的操作目标是培养与社会需要

对接的人才。毕竟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在具体的工作内

容和目标上有差异，要整合这个差异，就需要有统一这

个差异的共同操作性目标。而这个目标一定要以学生最

终就业为导向，因为检验学风建设最终的标准不仅是课

程考试得到高分，更应该是能不能用所学专业和综合能

力找到契合的工作。不能帮助学生就业的教育是失败的

教育，不能引导学生以就业为导向的学风建设都是空架

子。从这一点上来讲，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都应该从不

同的角度帮助学生学习与市场需要对接的专业能力和综

合能力，这样就消除了两个系统在培养学生的操作目标

上的分歧。

再次，融合背景下的学风建设需要整合资源，提质

增效。目前高校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体系的人力资源有

限，费用有限，更重要的是学生的精力和实践也有限。

在有限的资源下要完成“十全育人”和“全员育人”，

这就必须整合现有资源，提升学风建设的质量和效能。

具体的做法就是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对学风建设的工作

内容进行整合，工作内容不整合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整合

其它资源。学生工作做学风建设平台和建设时，事先做

专业就业市场调查，充分了解市场对学生所在专业的人

才需要标准及趋势，根据要求和趋势确定具体的学风建

设平台和活动内容。然后对学生进行调查，讲学生个人

就业意愿和现有能力与市场需求比对，由此对学生进行

分类分层，大致分为专业学习类、非专业学习类、继续

深造类。这样把不同状态的学生组织在不同的学习平台

上，进行针对性培养。针对专业学习类的学生，教学工

作和学生工作体系依据课程内容，设计专业类的学生活

动。这类活动一定要符合专业课程教学和学习内容，学

风建设的内容就是深化和开拓专业学习内容和领域。在

实施时，专业教师和辅导员一起对活动进行专业化系统

设计，能够让学生长期深度投入其中。在活动中既能完

成专业学习目标，拿到学分，也能够完成竞赛、社会实

践、党团活动等方面的学习目标，拿到奖励和证书。既

完成了专业教育目标，在其中也可以完成“实践、文化、

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 等方面的学风

建设内容。

对非专业就业的学生，在学业完成的前提下，组织

自我进行文化、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多方

面的校内校外实践学习，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的功能，成为高校日常教育工作的巨大助力，

也能够让学生尽早与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向接触，进行实

践学习。

对于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帮助他们集中的考研、考

博的学习平台上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组织学生参加科

研活动，激发他们对科研的真正热爱，树立为祖国强大

进行科研创造的志向，而不仅仅为了提升文凭。

总之，基于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融合的学风建设机

制，就是明确与社会需要为导向的综合学风建设目标，

建立融合机构，整合人力、经费和奖励等资源，整合教

学与学生实践活动，进行学生学习方向分类，进行分类

学风建设，并对学风建设工作人员一并考核和激励，最

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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