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４

大学校园文化与大学生德性养成 ①

詹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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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德性养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打造全社会思想道德高地的必然选择。
大学校园文化在大学生德性养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德性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统一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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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更应自觉

肩负起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

命，奋力打造思想道德建设高地。高校学生是青年群体

中最具活力、最具生气、最有潜力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社

会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对全社会思想

道德水平起着某种决定作用。加强大学生德性养成是一

项系统而长期的战略性工程。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

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青年学

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他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文

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创新思维

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

１　德性养成与德行
德性，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德性既表现

为内在的精神结构，又体现于现实的行为过程，与化规范

为内在德性相关联的是化德性为德行［１］。这就是大学生

德性养成的过程，实现德性与德行的高度统一。作为具

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他们在道德知识和道德认知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只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纷繁复

杂的社会思潮在高校疯狂抢滩，使相当部分学生在何谓

“真、善、美”的分辨上，缺乏应有的自觉和“良知”，这影响

着他们的道德实践。反过来，道德实践的滞后与缺位，也

进一步制约着大学生德性的认知与养成。更为突出的问

题是，尽管大多数学生是好的，但却在知行合一上有较大

改进空间，他们在一系列课程教学、进入大学之前中学教

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下确立了比较良好的道德认知能

力，却在长期形成的眼高手低、善于从课本知识观察认知

社会的习性影响下而常常忽视道德实践的问题。“在现

实生活中，当代大学生常常表现出缺乏内省自讼的精神，

难以做到‘慎独’、‘笃行’，甚至无视社会公德”［２］，凡此

等等，实际上成为大学生德性养成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

对大学生德性养成起关键作用，主要通过熏陶和感染起

作用，在和风细雨之中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觉确立某

种道德理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追求，在其日常生活中践行

道德规范。实际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着一定的滞

后性，虽文件与规划中均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在实践之中

缺乏一种自觉，真正符合“大学精神”和道德高地建设的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即便是以培养教师为主要

任务的师范院校在师风师德建设方面也并非做得尽善尽

美。这也是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统一起来外在保

障［３］的重要内容。

２　大学生德性养成需要校园文化
高等院校在全社会道德水平提升上肩负着神圣使

命。德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的强加，

而且有内在的根据；但这种根据最初主要以向善的潜能

等形式存在，惟有通过教育、学习及道德实践的过程，内

在的潜能才能不断获得现实的内容，并成为真实的德性。

主体的潜能在后天作用过程中化为现实的德性之后，本

身又成为德性进一步提升的新的根据，并为德性的培养

提供了更高层面的出发点，而新的实践又赋予内在根据

以新的内容［１］。也就是说，德性养成的基础在于实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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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为一个在实践过程中螺旋式上升的问题。在这个

实践过程中，大学生德性养成离不开来自校园文化各种

道德基因的有形或无形的滋养。

２．１　校园文化是打造思想道德建设高地的内在需要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刻也离不开先进思

想的引领，一刻也离不开崇高道德的有力支撑。大学打

造思想道德建设高地，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

是凝聚青年学生思想共识的重要举措。校园文化建设不

仅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增强学校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还是大学生德性养成与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路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这种精

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

建设社会主义？”［４］胡锦涛同志更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

度明确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

社会主义。”［５］校园文化无疑是大学生德性养成的重要保

障。正因为如此，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感染和熏陶大学生

建设思想道德高地。

２．２　校园文化实践特质决定大学生德性养成的重要性

实践性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在强调

素质化教育的当下，大学校园文化的实践特性更加鲜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实践，形成于实践，在实践

中发展创新。大学校园文化是学校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的总称。从大学校园文化的生成来看，它是师生在长期

的办学实践中逐渐砥砺出来的一种具有向善倾向的反映

真善美的文化存在。广大师生丰富的实践活动，如教与

学的实践活动、日常生活实践、交往实践等是大学校园文

化生成的源泉，这就决定了它在大学生德性养成过程中

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时，大学校园文化因其具有丰富

的道德意蕴，其一经产生就具有比较持久的稳定性和深

远的影响力，就成为一种对大学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

育力量，也可以说是滋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文化条

件。这是因为，从具体层面上看，校园文化建设是依托于

高校所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及社会文化交流、课外科技

活动、“挑战杯”竞赛、社团文化活动、校园人文景点建设

等方面，广大青年学生在参加各种校园文化实践活动中

可感受到学校的精神气质、道德理念和价值追求，既受教

育，比较直观地认知何谓“真、善、美”，更加成熟地辨别德

与非德，又长才干，更加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更为

关键的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达成德

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大学生德性养成的目的。反过来，

大学精神的崇德、校园文化的尚德、校园风气的追德，都

取决于广大青年学生在德行上的广度与深度，而这也是

大学先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

３　校园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德性养成的实施路径
德性养成的最终状态是大学生自觉、自愿、自由地把

德性与德行统一起来，既内化为自身意识的魂灵，也外化

为自身行为选择的准则，摆脱人为的强制而取得自律的

形式。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品质和性格，以文化

人，校园文化对于人才成长成才意义重大。校园文化在

大学生德性养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校园文化建

设的角度探讨大学生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更是推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３．１　以明德为方向的大学生知德教育是依据

知德是激发德性意识、进而践德的逻辑起点，也是对

大学生向善自发行为行进至合理的公德空间的前提条

件。“善如何可能”？首先就要通过校园文化蕴涵的丰富

的教育资源来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洞见力，使其掌握识别

“善”的能力。否则，停留在自发状态的对“善”的认知，就

不可能从自觉的高度把普遍的道德法则作为行为选择的

一般依据［６］。而只有让大学生知“德”，才能识别“何谓

真、善、美，何谓假、恶、丑”，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使

其“明德”进而确立道德追求之方向，使自身的道德行为

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由的选择，这恰恰是大学生德性

养成的完美状态。只有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才能

使其确证自身对“善如何可能”的回答，形成一种在质上

符合德性要求的精神追求。

３．２　以师德为灵魂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

教师是大学校园文化生成的两大主体之一，更是大

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仿效对象。因而，是否

具有一支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关系到大学生德性养成

的实效性。师德师风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居于核心地位。加强以师德为灵魂的教师队伍建设，就

是要培养一支道德修养好、精神境界高的教书育人的典

范，成为引领学生明德的“旗手”和教育者。可以说，师德

师风建设就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播和创造道德知识，

使大学生更加感性直接地认知道德，牵引大学生的道德

定势。

３．３　以崇德为追求的校园风气营造是依托

校园风气是大学生德性养成的重要环境因素。通常

来说，校园风气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也

是一所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所砥

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深刻地影

响着高校的校园风气，裹挟着大学生崇尚暴力、色情、八

卦等信息以达到腐蚀中国大学生的目的。加强对校园风

气的净化力度，培育以崇德为追求的校园文化氛围，抵制

各种庸俗的价值追求，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

生中的主导地位，是建设道德高地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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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以尚德为时尚的文娱活动引领是载体

道德认知的主体必须理解成为理性与情意相统一的

具体存在，即整个人［６］。德性的培养本身就涉及道德情

感的形成过程。在大学生德性养成的过程中尤其要关注

并满足大学生的文化娱乐需求，体现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通过情感共鸣引领大学生文化娱乐行为，形成以尚德

为时尚的校园风气，使大学成为人文主义信仰普遍彰显

的精神高地。依托于大学校园中广泛开展的文化娱乐活

动，使大学生在娱乐中培育并遵循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

准则、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它既是德性养成的载体，也

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精髓和核心。

３．５　以践德为依归的社会实践普及是途径

在道德领域，德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性养成奠基于感性经验，导源于自我

体验。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的交往实践本身就涉及

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也可理解

为大学生主体意识（包含德性意识）培育及发展的重要途

径［７］。个体在交往实践中接受现存的道德规范并趋向社

会化，认同了外在的社会规约，并化为自身意识的一部

分。也就是说，大学生可借助于丰富的社会实践达到自

我的实现，“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践

德本身就是道德认知、德性培养的目的。而正是在认知、

养成、践行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从而促进个体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德性养成才具有了终极意义。毛泽东也明确

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

准”，在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步地

懂得正确的立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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