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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与学风建设的相关性及对策研究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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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风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是任何一所高校都无法完全回避的, 这些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

时代背景、思想根源, 要解决学风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逐步从根本上纠正学生的思想偏差, 需要我们进一步加

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以提升思政教育实效为着力点, 推动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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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the style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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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style of study are unavoidab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1 These problems have his-

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root causes of thinking1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 must gradually correct the ideological

bias of the students at the root1 We must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en-

hance the effect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 style of stud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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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风建设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 学风中存

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是任何一所高校都无法完全回避的,

例如学生迟到、旷课现象普遍, 课堂纪律不佳, 考试主要

靠 / 突击0, / 挂科0 率高, 课后自觉学习意识不浓, 对于

上述学风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有不少人认为是高校 / 扩招0
后学生质量下降, 学校管理不到位所造成的。但实际上如

果我们将其结合当前的社会、时代背景来做深入的探究,

可以发现这些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思想问题,

是我们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问题。

  一、导致学风问题的思想根源

  思想状况决定精神面貌, 学生学习状况是思想状况的

直接反映, 对于触目惊心的学习问题, 其根源就在于目前

少部分大学生的思想问题。

( 1) 以自我为出发点, 责任感缺失, 导致学习动力不

足。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 独立人格意识、

个体价值意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群体本位意识则相

对弱化, 导致过分看重个人利益, 忽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

需要, 只向社会索取而不思为社会奉献, 从而失去了对群

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缺失责任感之后, 学生学习

的动力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目光短浅地盯着自己的专业、

自己毕业后的工作。

( 2) 价值取向朝经济利益倾斜、功利色彩过重, 导致

学习目标出现偏差。受社会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

已部分转向重实效、重现实、讲效益, 不再追求理想主义,

相当一部分学生只以现实利益和功效价值作为行为选择的

标准 , 理想和人文精神失落。功利思想的影响在大学生中

的直接作用就是轻视文化和基础知识的积淀, 造成大学精

神的流失。很多学生思想飘移、浮躁, 学习目标出现偏差,

认为只要学好专业就可以走遍天下了, 也有一些学生认为

学校开的课程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用处, 片面地认为 / 锻炼

能力0 最重要, 热衷于四处打工兼职, 结果真正的能力没

有增强多少, 反倒荒废了学业, 失去了根本。

( 3) 传统美德淡化, 感恩之心削弱, 导致学习理想堕

落。时下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0 的理想信念已不再振奋

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文化结构呈现多元化,

青年学生深切地感受到多种价值观的碰撞, 价值观念呈现

相对性和多元性, 思想体现出跳跃性和极其不稳定特征。

许多青年学生, 淡忘了脚踏实地, 勤劳俭朴的传统文化美

德。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呵护不是充

满感激, 而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甚至少数学生不顾家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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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 盲目追求 / 高品质0 生活, 打着求学的旗号 / 挥
霍0 着父母的血汗。大学生身上成就自己和贡献社会、报

效祖国紧密联系的学习理想日趋堕落。

( 4) 道德评价标准多元化, 自律性较差, 导致学习观

产生扭曲。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信息爆炸和形形色色的道

德评判标准, 许多青年学生难以清楚地辨别是非与美丑,

茫然不知所措, 而世俗化的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各种欲求

与渴望, 使社会道德内化还不深刻, 自我约束力不强的青

年在现实生活中滋长了某些不健康的道德意识, 出现了一

些道德失控的现象。

当然, 上述种种思想问题引致学风问题的现象不是当

代大学生的主流, 但是, 虽然面不大却影响深远, 需要高

校教育工作者们引起重视。要解决学风中存在的问题, 重

要的一条就是逐步从根本上纠正学生的思想偏差。这需要

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二、以提升思政教育实效为着力点, 推

动学风建设

  ( 1) 教育理念上要坚持 / 知识与信念同步传播0。/ 知
识与信念同步传播0 应当成为每一名教师的职业担当。作

为教师应当牢记潜心育人与用心教书同等重要, 甚至更加

重要。只有真正从育人的角度去履行教学的职责, 才能获

得学生的衷心拥戴。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多创造与学生

交流的机会, 利用这些机会不仅仅进行学业引导, 还应当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判断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 引导他们进

行正确的自我认识和判断, 引导他们把成就自己和贡献社

会、报效祖国、回馈家庭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鼓励他们完

善自身的同时, 要促进他们明确历史责任和使命, 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 为振兴祖国而立志成才。

( 2) 教育方式上要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在学生中十分流行这样一句话: / 走自己的路, 让别

人去说吧。0 这充分地体现了他们自我意识强的特点。以往
传统的说教、强灌和压服的工作方法显然已经过时了, 对

大学生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要求我们进行教育

的同时, 要格外注意疏导。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心理特点,

能够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做他们人

生的挚友和向导, 使思想教育具有吸引力。以互联网、手

机短信为代表的 / 第四媒体0 的迅速普及给思想政治工作
带来了挑战, 但同时这些便捷的工具也可以为我所用, 利

用网络更好地与学生平等、近距离沟通、疏导。除此以外,

我们还应树立一种服务意识, 服务于学生的所想所需、服

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积极地为他们施展才华搭建舞台、

提供帮助。 / 有感动就有爱, 有爱就有责任0 , 通过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 吸引学生、感动学生, 从而促进学生增强

责任意识。

( 3) 教育内容上要强化拼搏进取精神培育。随着高校

的扩招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 就业市场供需关系变化,

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 用人单位挑选人才的要求更为严格,

毕业生须从基层做起、先就业后创业已成为基本发展态势。

而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前长期经受应试教育的训练, 为了

分数而学习, 基本不接触社会, 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意识

不强。大学的学习弹性很大, 主要在于自我管理、自我约

束。如果没有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 学生很容易受到社会

不良风气的影响而虚度光阴。因此, 我们可以适当给学生

/ 加压0, 客观、适度地宣传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 , 对学

生形成一定的思想压力, 让学生领会到拼搏进取精神对于

适应社会的重要性, 克制学风浮躁的倾向。

( 4) 教育力量上要形成学业引导合力。要以学业引导

为核心, 重点抓好辅导员、班主任、班导师和其他专业教

师对学生教育帮助的合力机制的构建工作。目前部分学生

学习无目标, 无动力, 自我约束能力低, 这些学生在思想

上相对消极, 学习上较为懒散, 成绩处于落后位置 , 就业

竞争力不强, 应当重点关注, 避免退学、留级等不良情况

发生。可以考虑对学习困难学生建立分级台帐管理, 加强

对沉迷网络学生、有心理障碍学生、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和

受记过以上处分学生的教育引导和结对帮助, 由辅导员、

班主任、班级导师和其他专业教师与学生一对一谈话及与

家长取得联系, 做好针对性引导工作。

( 5) 重视校园文化熏陶, 培育核心价值观。校园文化

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它既是一种育人环境, 又是一种潜

在的教育力量, 好的校园文化能促进学生自觉学习、主动

学习。目前我们很多普通高校的校园文化还处于一种相对

无序、无定力的状态, 我们要积极建设健康、向上、温馨

的和谐校园, 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同时要

把握当代大学思潮的多样性特点,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

展相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协调发展、价值引导内化和践行外化相贯通、集中教育与

全面渗透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

地位, 渗透校园文化, 借助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

能和规范功能,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为学生

的知识与习惯, 并持久不懈地坚持下去, 进入到学生的心

灵深处, 成为最本质、最恒久的一种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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