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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大学生情商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

的重要举措,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 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大学生群体存在

的种种心理冲突和困惑, 情商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 本文认为: 情商教育应该帮助大学生学会快乐、学会执着、

学会合作、学会包容、学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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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作为承载社会、家长高期望值的群体, 自我高

定位使成才的欲望非常强烈, 一方面他们要努力适应这种

高速度、快节奏、多变而复杂的时代, 另一方面也要适应

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高要求, 这使得大学生难免产生一些心

理冲突和困惑, 而且不同年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刚刚进

校的新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消除

孤独和失落感以及定位不准、求真务实精神差的状态; 大

二学生面临着人际交往、学习与事业、情感与恋爱、性意

识、网络依赖、贫困、对生命的不珍视等困惑; 三年级集

中在自我发展与能力培养、人际交往、恋爱与情感问题;

四年级则以择业问题为多数, 兼有恋爱、生涯发展和能力

培养、价值取向迷茫等问题。而且不同年级的学生中有不

少的人不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 不知道有那么多仁人志士

都在为民族的振兴出谋划策, 只看到眼下一些恶劣的社会

现象, 看不到光明; 只看到我们社会的不完善、不完美,

看不到它是在一点一点地进步。因此, 他们缺少作为人的

主体精神, 缺乏对自己现有生活的热爱, 缺乏对自己的信

心, 更缺少一种积极的生存理念以及一些幽默、超脱的人

生态度。面对大学生群体存在的种种心理冲突和困惑, 我

们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真正德才兼备、情智

并重、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除了向他们传授文化

知识、进行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教育与提供咨询外, 我们

应该对大学生的情商教育和培养引起高度重视, 应该明确

回答大学生情商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本文认为,

情商教育应该关注以下诸方面。

  一、帮助大学生学会快乐

一个人是否快乐, 不在于他拥有什么, 而在于他怎样

看待自己的拥有。也就是说, 快乐是一种纯主观的内在意

识, 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程度, 是一种永恒的、平静适宜的、

积极的、心理状态, 是人们情愿永远保持的不欲更换的满

意心境。每一个人在成长的历程中, 谁也难以时时如意,

事事顺心, 但如果我们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满足和

幸福, 我们就快乐, 我们的心里就灿烂, 乐与不乐是一种

个性化很强的内心体验。

如何引导大学生拥有快乐的心情呢?

首先, 要引导他们懂得快乐的要义。就是要学会并养

成豁达、大度、同情、宽容、互助的品质。具体地说要为

人热情, 主动体贴关心别人; 为人诚恳, 对人直爽, 说话

不转弯抹角; 赞扬时不阿谀奉承, 批评时与人为善; 善于

理解别人的心理, 评价一个人时不抱成见, 不存偏见; 既

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有同情心; 尊重人, 能容人, 不斤

斤计较; 有协作精神, 善于帮助别人, 为人办事不怕麻烦;

讲信用, 说话算数; 遇事冷静和理智。只有懂得了快乐的

要义, 才有可能得到快乐。

其次, 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热爱生活, 保

持积极豁达的心态。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 成功与失败、

顺利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获得与失去等总是交织在一起

的, 热爱生活、乐观豁达的人更多地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

面, 总是以一种奋进的精神和勇气去追求。因此, 要引导

他们面对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的事情, 要学会忍耐, 学会严

以律已、宽以待人。学会用自己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感

受生活的可贵, 发现生活的美感, 设计出生活的新希望,

发现快乐的所在。

第三, 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目标并不懈追求。有些同

学放弃了精神追求、放弃了信仰而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

受, 最终导致的就是痛苦和不快乐。在当前的压力与竞争

中, 获取快乐, 就要引导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 重

拾精神追求, 重拾信仰, 帮助他们做好学业规划和职业生

涯发展规划, 通过树立并实现目标来避免无形的精神萎缩,

来持续不断地增加快乐。

第四, 要引导他们不为欲望所左右, 不为社会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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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非所困扰。给他们传授一些通向快乐、摆脱坏情绪的

方法: 每天第一件事, 告诉自己: / 今天我很快乐0; 经常

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 经常默念自己的优点; 自我陶醉于

诗词书画中; 听一些优美的曲子或者唱歌; 外出跑步、爬

山、打球、垂钓; 找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倾诉与沟通; 讲一

些笑话给别人听, 等等, 帮助他们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富有

情趣, 把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活泼, 把繁琐的事项变得简

单可行。

  二、帮助大学生学会执着

执着是对某一事物、某一方面、某一目的、某一理想

的强烈追求之心, 是我们坚持正确方向, 矢志不移的决心、

意志与耐性, 是前进的助推器。无论是公司, 还是个人,

一旦认准了努力的方向, 就必须在该方向的指引下锲而不

舍地坚持下去。因此, 执着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和

正视工作和学习上的挑战, 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 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超越自我的目标 , 达到卓越的境界。

轻言放弃或者朝三暮四的做法都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事

实上, 生命中真正的喜悦, 源自一个人为自己认为至高无

上的目标, 献上无限心力, 作出拼搏奋斗的时候, 这是一

种自然的, 发自内心的强大的力量。

如何让大学生对自己的追求保持矢志不移的决心和意

志呢?

首先, 要使他们明白一个人执着既可以表现在个人技

能上不断地追求先进高超、文化知识上不断地追求丰富,

也可以表现在人格素质修养上不断地追求完美等等。要把

执着看作是一个过程、一种学习、一种修炼。寻找目标需

要执着, 实现一个目标更需要执着。正是因为有了执着,

才有了精卫填海的勇气 ; 因为有了执着, 才有了亚瑟王南

征的力量; 因为有了执着, 陈景润才在无数次的运算中找

到了 / 1+ 1= 20 , ,

其次, 要引导他们建立个人愿景。愿景不仅是目标,

还是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人生终极目的的追求。要让他们有

意识地把自己追求的愿景看作是一种对自己的召唤, 是驱

使自己向前的动力。

第三, 要帮助他们不断地学会放弃, 不断地追求成熟。

引导他们建立和坚持更高的价值观, 愿意为比自我更大的

目标而努力。要求他们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要求: 要有开阔

的胸襟; 要有创见和自主意志; 要敢于去追求事情的真相;

要不在意短期效益, 不在意无意义的得和失, 而专注于一

般人无法追求的长远目标; 要战胜自身的疲劳、厌倦、焦

虑、烦恼以及增强自身的信心; 要学会放弃金钱名利、不

切实际的幻想、错误的思路、不适合自己的道路; 学会放

弃懦弱、骄傲、私欲、冷漠; 放弃失恋的痛楚、心中所有

难言的负荷; 在思想层次上要不断地改变观念、更新思想,

而且在具体目标上也要不断变化、不断上升。要让他们懂

得, 只有全神贯注地瞄准自己的大目标, 全力以赴, 努力

拼搏, 才能挖掘自己的潜能, 实现自身价值。

  三、帮助大学生学会合作

一个人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成就、获得成功,

除了个人的素质和努力外还要具有与他人合作共事的精神。

因此, 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已成为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发

展必备的素质。惟其如此,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才把

/学会合作0 作为面向 21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可以

说, 合作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一种时代的精神, 一种教育

的理念, 一种工作的作风。合作, 顾名思义, 就是互相配

合, 共同把事情做好。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与人合

作, 在合作中前进, 在合作中成长, 在合作中成功。学会

合作, 不只是一种意识、一种情感、一种态度, 更表现为

一种行为和能力, 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的统一

体。帮助大学生学会合作, 要引导他们:

第一, 学会悦纳别人, 从内心深处真正愿意接受别人。

从实质上来讲, 合作是双方长处的珠联璧合, 也是双方短

处的相互遏制。因此, 只有保持一颗诚挚的心, 相互认识

到对方的长处, 欣赏对方的长处, 学习别人的经验和智慧,

合作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和基础。要引导大学生多去发现别

人的长处, 并诚心诚意、真心实意地加以赞美。

第二, 学会分享。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因为他拥有很

多, 而是他计较得很少。假若凡事都自私自利、斤斤计较,

老想着别人会占你的便宜, 那么就很难与别人友好相处,

更谈不上进行有关的合作活动了。事实上, 分享能使大家

都得到快乐。

第三, 学会宽容。宽容绝不意味着无能和软弱, 恰恰

相反, 它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做到, 在宽容背后是

一颗仁爱之心。为了实现合作的目标, 彼此要学会商量,

学会等待和忍耐, 学会宽容与信任, 学会说服和劝告, 学

会倾听和接纳。这些都是合作中所必需的技能和态度。

第四, 学会合理迁就。要充分顾及到他人的需求, 必

要时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 做出让步, 降低要求, 学会退

让和妥协。当然, 这是有限度的。因为迁就不是放弃原则,

否则就会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得不到同伴的信任与尊重,

合作关系反而难以维持。

  四、帮助大学生学会包容

有道在先, 包容乃大。包容是宽容、是大度, 也是一

种美德。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需要我们用一种平和的包

容和欣赏的心态去面对。我们需要对非恶意行为包容、对

一般过错原谅、对道义和法律范围内的行为要体贴与宽容。

我们彼此需要用更多的爱心去帮助他人改正缺点并尽可能

去包容; 需要对对方的优点, 尽可能去发现、去赞扬、去

欣赏。人与人之间只有更多的理解、包容和欣赏, 矛盾才

能得以化解, 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和谐, 更加美好。学会包

容他人, 是我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学会包容, 就是要学会先人教我们的 / 仁义礼智信0。

在学生的教育管理中如何运用 / 包容共生0 的思想?

首先, 要使学生懂得包容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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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学后, 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同学在一

起组成了班集体。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都有在校学

习、锻炼、游戏的权利, 彼此应该相互尊重。具体来说,

要接受不同同学的体貌特征, 尊重同学各自的生活习惯。

就是开玩笑也应友好、利于团结, 说话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上考虑, 想到对方的感受, 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等等。

尊重别人是第一位的, 只有尊重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

重。这也是将来进入社会与人相处的基础。

其次, 要帮助大学生学会容纳异己。/人以群分0、/ 惺

惺相惜0 , 说的是志趣相投的人容易聚在一块。/ 包容0 则

更体现在对与自己风格相异、志趣不同甚至反对者的态度

上。大学生思想活跃、坚持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无论

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方面, 都呈现出多样化, 有时甚至

出现不同思想观念对立的局面。我们没有必要为这种 / 混

乱局面0 而苦恼, 更不能视为 / 异端0 而排除之。恰恰相

反, 我们需要用宽广的胸襟、包容的态度去营造这种看似

无序, 实为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0 的局面。

再次, 要勇于宽容错误。/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知过

能改, 善莫大焉0。没有人喜欢错误, 而犯错误也并不见得

都是坏事, 如果当事者能力求改正, 错误往往是成功的奠

基石。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对他人所犯错误的宽容, 往

往能化为其奋发的强大动力。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不

缺少包容的能力, 困难的是将这种包容持之以恒地坚持下

去。无论是对父母、兄弟、姐妹, 还是对同学、朋友、同

事, 多一点包容就等于多一点空间、多一点机会; 多一点

包容同样也等于多一点希望、多一点收获。

  五、帮助大学生学会感恩

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是做人

的起码修养, 也是人之常情。感恩是一种回报, 是一种对

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 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

间的情感。感恩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美德。我们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处处都在受到 / 恩赐0 : 父母的养育、老师

的教诲、长辈的关怀、他人的各种服务, 哪怕大自然中的

一草一木都对我们有恩情。然而, 对于这些恩惠, 有些人

麻木不仁, 熟视无睹, 浑然不知。因为父母的宠爱和 / 应

试教育0 忽视了情感的引导和教育, 导致大学生 / 感恩0

情怀的缺乏也随处可见。如对家长的付出与关爱认为理所

当然、天经地义。有些同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他人的资助,

也不知道感恩, 毕业后连封问候、感谢的信都没有。有的

同学对老师不知感恩, 却为老师的某一次批评而耿耿于怀。

有的同学对班级相当冷漠, 认为这个班级与他毫无干系,

等等。这些造成了他们道德和人格的缺陷。如何给大学生

上好 / 感恩0 这一课, 也是情商教育的当务之急。

首先, 感恩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自身要有意识地去做。

如果我们只知道奉献, 而不知道把自己的劳动和付出呈现

给大学生从而教育他们, 他们也就无从感受到社会和人们

对他们的恩爱。爱只有让学生们知道, 才能激发他们的爱

心, 引起他们发自内心更深刻的感恩情怀。因此, 我们应

该让他们懂得没有人生来就应该为我们付出什么, 人们

(包括父母和师长) 对我们付出的爱, 是因为他们有责任

感, 他们善良, 他们拥有一棵仁爱之心, 他们希望这世界

因自己变得美好起来。感恩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知道每个

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其次, 感恩首先要知恩。要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师

长的教导之恩、朋友的帮助之恩以及党和政府的资助之恩,

要明白在自己极度困难、需要帮助时, 是他们的无私奉献

使自己从困苦中解脱, 助自己成长成才。还要学会图报。

报恩是人的基本素养 , 也是一种责任。生活中有很多的人

和事值得去感恩。教师春风化雨的教育、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们要感恩; 朋友、同窗给予的纯洁友情和为我们分担的

忧愁, 我们要感恩; 学校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我们要

感恩; 社会如此的安定繁荣, 我们要感恩。感恩不仅是为

了表示感谢, 更是一种内心的交流, 在这样的交流中, 我

们会感到世界因这样的息息相通而变得格外美好。

第三, 感恩教育应以活动为载体, 让大学生从活动中

体验感恩, 并回归现实生活, 从点滴做起, 在生活中实践

感恩。在教育过程中, 学校应做到 / 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

情理交融, 感人心灵0,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使

其知、情、意、行在情理交融中实现自我完善, 最终回报

生活。生活中, 感恩无边, 一句话语、一个行动、一点情

怀, 都能表达和解释感谢的真谛; 感恩无痕, 一份努力、

一点进步都能传达一份真情与心愿。大学生不要总是抱怨

命运不够好、得到的不够多、物质不够丰富, 总是拿自己

和别人做比较。也许真的并不是我们得到的太少, 而是我

们的心越来越不满足了。

(责任编辑: 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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