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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日行一善”：构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①

向凌云，胡　洁，何子明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６）

摘　要：雷锋精神是浓缩的民族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根据新时期大学生
身心特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开展“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引导大学生成为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播

者、弘扬者和践行者。以“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为载体，推动学雷锋活动品牌化、常态化、机制化，构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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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之必然
著名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离开了参与

社会生活，学校就没有道德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清

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艾四林认为，如今大

学生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个多元化环境中

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用简单的、注入式的办法使学

生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已很困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

的要求，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面对这一现实。湖南有色

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学雷峰·日行一善”道德教育主

题活动，紧密结合大学生生活实际，以“实践精神”方式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涵盖大学生德、才、能、

言、行多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雷锋精神为主体的思想

道德品质“内化于心，外践于行”［１］。并借此提升整个校

园文化建设，以“环境”“氛围”和“生态”对大学生思想政

治、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让雷锋精神扎根于大学生生活和思想成长的土壤，从而

建立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效果是好的。但还存

在一些问题：一是教育内容理论化，二是教育方法程式

化。教学内容与实践严重脱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

基本上是围绕着理论教学而展开的，对学生主体真实的

精神需求、生活需要关心不足，与现实生活相脱离，使得

原本应当提升人的精神和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越来

越脱离“人的世界”和“现实的人”。

２　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及问题
２．１　生理发育趋近成熟而心理问题凸显

“９０后”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生理基本成熟，心理层
面却尚未“断奶”，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交往、情感交流、学

习、就业等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引发一些矛盾。高职大学

生的种种心理表现有：一是严重的心理落差。他们入学

后受片面的社会舆论影响，产生“低人一等”“脸面无光”

“前途渺茫”等各种不健康心态。二是部分学生对生活环

境和社会环境不适应。进入大学后，生活上的相对独立

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与中学相比的差异性，人际关系

敏感性等，不少大学新生一时无所适从。以致有的沉迷

网络，有的闪电式恋爱，有的因性格不合群独来独往，久

之就产生一种受冷落或性格孤僻、粗暴等心理倾向。三

是面对“最难就业季”产生的就业焦虑、恐慌心理。

２．２　思想感情丰富但情绪波动较大
当代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与人交往，各类社团、协会活

动丰富多彩，其情感体验日益丰富，加之现代社会信息渠

道多面，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影视、广播、微博、微

信、ＱＱ等广泛涉猎社会信息，较之课堂教学能更多地吸
收各类知识，了解时事与社会热点问题，并热情参与讨

论。但由于社会阅历浅、生活经验少，理想世界的背后缺

少现实的支撑，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

和幼稚性，对事物发展的本质缺乏理性思考，理想的感情

世界遭遇现实碰撞时，往往不太容易掌控自己的情绪，产

生消极因素，出现行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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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目标远大却缺乏自控能力
多数大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目标制定行为计划。但

是，大学生的意志水平发展又是不稳定的，言行不能达成

一致，加之学习压力不大，缺乏紧迫感，因此自控能力非

常差。不少大学生因无人管束，变得懒惰散漫，无心学

习，流连网吧，虚度年华。一些学生中甚至存在 “前一秒

高唱励志歌，下一秒接着打游戏”的现象。

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３．１　引导大学生成为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雷锋精神犹如一座巍然矗立的灯塔，始终放射出夺

目的光芒，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湖南有色金属职

业技术学院的“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旨在全院范

围内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全体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弘扬

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坚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日行一善”，促进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全面提

高道德素质。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并加入当代大

学生所热衷的时尚元素，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网站、ＱＱ、
微信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

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

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

业精神，营造舆论导向力和监督力，引导大学生人人谈雷

锋，个个学雷锋，自觉成为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３．２　引导大学生成为雷锋精神的弘扬者
大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蕴藏着巨大的聪明才智和

创造力。以“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为载体，以校

园文化建设为途径，以人才培育为中心，通过大力弘扬雷

锋爱党、爱国的“赤子情怀”，无私奉献的“傻子品格”，爱

岗敬业的“钉子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意识，

把提高学生素质要求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充分调动

大学生主体在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积极的职业发展目标。

借助团学组织发起“我谈雷锋精神”“新时期雷锋精神的

内涵”“雷锋精神在身边”等话题，召开主题班会、专题讨

论会，举办“弘扬雷锋精神，共建和谐校园”主题征文比赛

和演讲比赛，提升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思想认识。举办

“学习雷锋精神”主题展览，使之成为大学生学习和交流

的园地，发挥思想引领的主导作用。

３．３　引导大学生成为雷锋精神的践行者
“雷锋精神是实践的产物，是崇高精神在实践中的升

华。”［２］“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教育活动，包括“雷锋

精神在班级”“雷锋精神在校园”“雷锋精神在行动”“雷

锋榜样在心中”的系列学习实践活动，层层推进，引导大

学生成为新时代雷锋精神的践行者。在学生中广泛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做文明学生”，人人使用礼貌用语，随

手拾起一片垃圾，节约一滴水，食堂“光盘行动”，帮助一

个贫困学生，谦让一个助学指标，为身患绝症的学生募捐

并长期给予心理关爱，深入社区，开展以参与公共服务、

助人为乐、帮助孤寡老人、关爱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等为

主要内容的实践服务活动。开展“学雷锋·日行一善”总

结表彰活动，对道德典型“学雷锋先进个人”“学雷锋示范

单位”大力表彰和宣传，打造学生中的道德明星和先进典

范，引领大学生们从小事开始，思考大道理，从雷锋精神

中感悟信仰、价值观和道德观［３］。

４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的构建
４．１　推动学雷锋活动品牌化

“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不只是立足校园，还

要求走向社会，组织“学雷锋青年志愿者”，组建稳定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对接省市和兄弟院校“弘扬雷锋精

神”各项活动，围绕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的要

求，开展文明风尚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文明素

养。扶弱助困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困难群体解决生活难

题。倡导绿色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强化大学生的生态环

境意识。用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开展学雷锋先进事

迹和先进个人评选，推选学生心目中可亲、可信、可敬、可

学的道德明星，推动学雷锋活动品牌化。

４．２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以“学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为契机，将雷锋精

神深入到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的每一个角落，让雷锋

精神不仅深入班级、深入校园，更要深入图书馆、寝室、食

堂和运动场，以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带动整个校园文

化品位的提升。组织学生通过所学的专业知识，积极开

展各项志愿服务，让雷锋精神深入人心。

４．３　推动学雷锋活动机制化
通过建立学雷锋示范服务机制，组建青年志愿服务

队，建立常态化学雷锋队伍。建立学雷锋活动督查机制，

每年进行定期评比和表彰，实现学雷锋活动机制化。建

立对各班主任、辅导员、团总支部书记、党总支部书记严

格考评与奖惩机制，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各

系部、班级对项目推进情况定期进行总结，切实保证“学

雷锋·日行一善”主题活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的基层化、机制化、规范化和长效化。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核

心内容，贯穿高校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始终。我们将不

断完善“学雷锋·日行一善”活动方案，结合新时期“中国

梦”主题教育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品牌化、常态化、机

制化，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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