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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育就是培

养正确的习惯”，由此可以看出，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是教育教学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当代大学生在努

力完成自身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更要注重不断提高

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大学就像是一个微

型的社会，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其地域文化背景、家

庭情况以及个性特点迥然不同。为了在这种环境当中友

好相处，学生必须要尊重与他人的差异，做到正确认识

自我。然而由于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弱，易受外界因素影

响，这些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等方面存在负面的

行为习惯。

一、大学生行为习惯中存在问题

（一）学习缺乏主动意识

不少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就彻底放松了自己，认为

中学阶段学习压力比较大，父母和老师也是为了鼓励他

们，中学阶段好好努力，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放松了，

这样的鼓励方法让学生们有了错误的认知，以为考上大

学之后，学习的任务就没那么重了。正是这些错误的引

导，导致在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就迷失了自我，不知

如何在学习和丰富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寻找平衡点。最终

无法做到正确自我定位，荒废了学习时间，学生完全丧

失了学习的热情。也有一些同学没有制定学习计划，无

目标的学习。

（二）遵纪守法意识淡薄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是每个公民的义。当代大学生

更应做到知法，懂法，要有法制观念，要做的时时刻刻

以法律法规来约束自己。然而，有不少学生身上普遍存

在不符合校纪校规行为的事件，如：上课迟到早退；考

试作弊，缺乏诚信意识；打架酗酒；更严重的在网上发

表或传播不当言论，误导他人，最终触犯法律，产生极

其严重的后果。

（三）不良的日常行为习惯

不良卫生行为习惯是小日积月累逐步养成的，这和

学生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父母过于溺爱，帮小孩

做了原本应是他（她）自己完成的事。最终导致学生没

能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主要体现在生活自立能力

较差，缺乏收纳整理的能力，生活中也比较懒散，宿舍

垃圾堆积如小山，被子揉成一团堆在床上。也有些同学

经常在校园中边走边吸烟，在宿舍酗酒，影响周围的同

学和环境，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学生当中也普遍存在盲

目攀比、高消费、网贷等不良现象。同时随着社会不断

进步，受多元文化冲击，整个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而

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最为活跃，最易接受新事物的人，

更是异常开放。很多学生情侣无论是在教室、图书馆还

是操场，高调秀恩爱。而这些均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

不利于养成良好习惯 .

二、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客观分析

（一）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较弱

在中学时期，很多学生由于离家比较近，所以都会

选择走读，而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往往会远离家乡去外

地读书，就必须要住宿在学校。由于受到居家生活小环

境的影响，这些学生的道德水平以及行为习惯大相径庭，

有一部分学生有很多学生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能力，

卫生习惯差、动手能力差等，有的学生生活习惯不好，

生性比较懒散，喜欢晚睡晚起，影响他人的正常睡眠，

所以在宿舍这样一个大杂烩似的居住环境当中，学生们

在很多方面都难以保持步调上的一致，如果和舍友关系

相处不好，又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学校学生出现的很

社区化管理模式下大学生文明行为习惯引导与探索
——以西安欧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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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行为习惯。西安欧

亚学院自2015年实行社区化管理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引导大学生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根据民办高校学生行为习

惯特点分析，提出了契约意识管理、和谐师生关系建立、高品位校园文化氛围营造以及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倡

导和身心健康教育方面的探索，以满足新时代对培养时代新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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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良行为习惯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及时的引

导，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是当前我国高校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每个人均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人均不能独立

于整个社会而单独存在。大学生个人行为习惯的养成，

即和自己原生家庭相关，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大环境独

自发展。随着我国持续深入的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

从各方面已经不断的融入全球化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的文化的冲突，会影响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产生

道德选择上的困扰，最终会对大学生养成良好习惯产生

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

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大背

景下，也会产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错误的思

想和价值观都会对大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拦路虎。

最后，在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大

学生可以通过它获取有用的学习资料，学习新知识，新

技能，但是由此产生的网络暴力、色情信息，网络诈骗

等，也会对大学生产生影响，会导致形成不良的行为习

惯。

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一个

具有良好习惯的人，在和人交往时体现出的是一个人的

修养，是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几年的大学生活之后，大

学生终究是要离开校园，而如何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立

足，其根本就是拥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应该从哪些

方面努力来培养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呢？下

面将以西安欧亚学院为例，该校自 2015 年实行社区化改

革以来，一直很重视引导培养学生文明习惯的养成，在

学习和生活方面配备了专职导师和辅导员来指导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学校也是秉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初心分

别在学生的生理、理性、社会化和职业四个维度不断探

索与发力，来促进学生成长与成才。

三、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与教育引导的对策探究

大学生总体上还是积极进取，创新能力也较强，也

能积极接受新鲜事物，但对于学生的缺点和不足，高校

应不断的创新管理理念，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来促

进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

（一）引入契约管理思想，强化大学生的契约意识

契约是一种思想，它体现了一种责任和担当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契约成为了一种人们用来

维权的重要武器。因此培养学生的契约意识，遵守契约

精神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个人基本素质之一。

追求平等、尊重法律等观念的契约管理势必需要在高校

教育管理中推行。高校学生教育管理部门也应根据新时

代学生的行为特点采用契约化管理模式，经过科学论证，

制定合理、规范、人性化的学生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

学生对《学生手则》的学习，使学生对《学生手则》有

全面，系统的理解，掌握其中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之

上和学生签订行为自律承诺书，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到

学校及自身事务的管理与服务上，要求学校与学生都应

当做到“有约可依、有约必依、违约必究”的契约法则。

把契约精神思想贯彻在学生日常生活之中。将契约管理

引入到高校，作为高校日常管理方式之一，是建立在公

正、自由、平等原则下的现代大学管理理论创新，可以

极大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

（二）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促进学生自我成长

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对教育管理可以起到润滑剂的

作用。从古至今，受儒家思想影响，我们一直推崇的的

权威型的师生关系，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占主导地位。

但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传统

权威的教师由强制学习的施压者变为共同学习的参与

者，师生之间成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高校的教师和管理

者要勇于放下“架子”，降低“身段”，从“权威教师”

走向“首席学生”，与学生一起探寻真理，共同成长。

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师生伦理关系，尊重不仅体现

在对学生独特性的接纳与被需要方面，同时还要注重老

师和学生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引导学生在日

常的学习生活中主动的发现自己的不良行为，及时的修

正不良行为，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通过无形的引导浸

润方式，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作为受教育者的尊严感和幸

福感。

（三）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自我

修养

校园是大学生步入社会前所处的一个小社会。因此，

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大学

生活，而且有助于塑造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培养

高素质、高品质、道德高尚的人才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高校要努力为大学生建立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让

学生们在紧张的学习之外，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

中扩展见识、提升视野，从而更进一步完善自己。建立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

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其中。使学生走出校园后成为一个对

社会有强烈责任感的人。

（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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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观

大学阶段是学生思想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在这个

阶段，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在思想领域，高等院校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帮

助同学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对整个中国社

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高等院校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

红色教育，将课堂，宿舍等转变为学习红色文化知识的

主阵地。用红色文化知识充实学生的精神世界，以抵抗

不良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在尊重个体差异和文化多样性

的前提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习，使同学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整个中国的的意义

和重要性。最终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学生认知能力

认知是指对自身持续性了解和认识的过程，这包括

了自我反省、自我规划、自我控制能力等。大学是大多

数学生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站。在努力完成专业知识学习

的条件下，更应该不断的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

过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和案例分析的学习，可以帮助

学生做好正确的自我定位，让学生树立抵抗压力的意识，

最终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最终，步入社会之后，

面对各种困难、挫折，他们也会科学分析，正确解决，

真正的融入社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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