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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高校的德性路径思考 
刘东红 

(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当前我国高校存在道德管理理念缺乏、师德表率作用弱化，大学生道德缺陷加剧等不和谐现象。产生这些不和谐现象的

根源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学校及个人的原因。要构建和谐高校，必须增强管理中的德性元素，实践以德治校的和谐校园理念；强化

师德意识，促进高校师生之间的和谐；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营造健康活泼和谐的道德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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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态势上看，我国高校发展快速，形势喜人，校园和

谐是主流，但在管理层面、德育建设、校园环境等方面或多或

少还存在一些不和谐问题。尽管这些“不和谐”只是局部的、

个别的、暂时的，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存在而欣然陶醉在

“形势一片大好”的虚假繁荣之中。惟有直面“不和谐”，透过

现象看本质，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更好地促进校

园全面和谐发展。特此，本文从道德的视角对校园不和谐问题

作粗浅分析，仅供参考。 

一、当前高校校园道德失范的集中表现 

“清水”之地，圣洁之所，这是大众对高校的纯美印象。

然而，纵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校园问题”，我们不难看出，高

校校园已然不再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一方净土”，其存在的不

和谐问题从幕后开始走向台前，成为一门“显学”，到了无可争

议、不容回避的地步。概括起来，高校校园道德失范现象表现

集中在三个方面。 

1、道德管理理念缺乏。道德管理是当今一切优秀管理者倡

导和追求的一种现代管理模式，其本质是要求管理者充分认识

道德的力量，调整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他

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全面开发和合理利用人的精神力，使分

散的各种精神力量整合为统一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1]毋庸置

疑，当前我国高校道德管理理念缺乏，管理本身的道德性正在

受到怀疑。如，有的高校管理目标错位，定位不合理，片面追

求效率，导致学校教学资源和生活环境不和谐，人文环境和自

然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有的高校管理制度缺乏严肃性、延续

性和公平性，导致学校招生、学术、经济等领域腐败案件频频

“东窗事发”；有的高校管理行为缺乏服务性、人文性和育人性，

导致教职工对学校发展的信心不足。道德管理理念的缺乏，是

造成高校管理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2、道德表率作用弱化。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事

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最神圣的事业。这对教师是一种赞许和鼓

励，更是一种鞭策和责任，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忠诚于教育事

业，尽忠职守，发挥道德表率作用。然而当前少数高校教师不

讲师德，不为人师表，且有发展蔓延之势。如，有的教师不精

心备课，用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无心授课，主

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公司、“走穴”；有的教师不讲专业知识，

而热衷于“传授”赚钱的“秘诀”；有的教师剽窃、抄袭他人学

术成果，或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2007 年 12 月份对某高校

进行的教师教学效果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对任课教

师都满意的只占 7.1%，加上对多数任课教师满意的占 46.0%，

二者合计也只不过 53.1%。[2]究其原因，教师的知识水平应当只

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教师教之“德”的问题。少数教

师师德意识差强人意，严重损害了教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光辉形象，降低了教师在学生中的可信度，削弱了教师的道德

表率作用。 

3、大学生道德缺陷加剧。目前，大学生中的道德现状主流

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表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然而部分学

生道德观念失准，不道德行为大行其道。一些大学生价值观从

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偏移，价值目标从追求社会理想向讲究个

人实惠偏移，价值标准从注重是否有利于人民向是否有利于自

己偏移，价值取向从重政治进步向重经济利益偏移，价值手段

从重依靠组织集体向重依靠个人奋斗偏移。[3]具体表现在行为选

择上，则是不尊重老师、不团结室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遵

守公共场所规则，诚信观淡漠，诚信行为缺失等等。这些已成

为大学校园中不和谐的杂音，为和谐校园建设设置了巨大的障

碍。 

二、高校校园道德失范产生的根源分析 

第一、社会德育环境的影响。“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

了人”。[4]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管理手

段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社会失序、道德失范、收

入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些不良风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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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请客、送礼、收红包、吃回扣，甚至搞赤裸裸的权钱

交易。在这种不甚理想的德育大环境下，高校已不再是远离世

俗社会的“净土”，而是面临社会各种环境的八面来风。高校管

理者、师生员工身处其间，他们的思想观念，工作、学习和生

活方式不能不受其影响，稍有松懈，就会做出有悖道德甚至是

违法犯罪的事情，威胁校园和谐。 

第二、高等教育大众化使然。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适应了我国国情的需求，为广大莘莘学子提供了

千载难逢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推

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事业

的改革与发展，各学校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引起

人们心理上、情绪上的变化和困惑。这些困惑如果不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缓解、消除，就有可能成为校园的不安定因素，影响

学校和谐发展的教育合力的形成。比如说，由于扩招，录取分

数线一降再降，少数学生素质不高，学习动力不足，厌学、逃

课，不尊敬教师，影响教师教学情绪，教与学的矛盾日趋尖锐，

师生关系日渐冷漠、疏远。 

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偏差。这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

是针对高校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偏软。一些高校淡化或轻视

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主义较为严重，用人上存在“重业

务，轻政治”、“重才能，轻道德”的倾向，致使少数管理干部、

教职工放松了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滋生

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思想，私欲膨胀，违法犯纪。

二是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没有有效地与实践结合起来。一

些高校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多重理论，轻实践；多注重理论

考核，而忽略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造成一些大学生一

方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在认知和观念上认同

理性和高雅，在行为和现实中又践行着世故和庸俗。[5] 

三、解决高校道德失范的德性路径 

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实属必

然，不必大惊小怪。关键是如何妥善处理和化解各种矛盾和冲

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促进学校全面和谐

发展。本人人为，一方面固然需要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继续

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

政策的引导，但另一方面更需要各高校重视道德建设，用道德

的力量，凝聚人心、协调利益、消解冲突、力促和谐。 

1、增强管理中的道德性，实践以德治校的和谐校园理念 

其一、树人本管理之理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

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

管理理论和管理理念现已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各行各业的管理

中。以高校而言，以人为本，就是要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

理解人、爱护人、服务人和激励人，为师生员工才能和潜力的

发挥营造一种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氛围，

确立师生自我管理的主人翁地位，以提高人工作的主动性、积

极性、创造性。 

其二、融道德于管理制度之中。学校管理的道德性不只是

停留在管理理念上，更直接地体现在学校管理制度上。[6]管理制

度集中体现着学校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也集聚着校长和教

师们的道德智慧与道德理想，是学校办学思想得以实施、教育

思想转为教育实践的媒介。增强管理制度的道德性，就是要求

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必须建立在公正公平原则和民主原则的

基础上，实践以德治校的和谐校园理念。公正公平原则是指对

所有个体平等对待和尊重，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或是职工，都

能通过公平竞争、民主选择获得自身的利益，实现学校与个人

的共同发展。民主原则旨在构建公众参与平台，疏通沟通的渠

道，引导和发挥广大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积极

性。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实现管理和谐。 

其三、立领导者之道德权威。高校领导者是和谐校园建设

工作的组织者、指挥者、实施者和监督评价者，是学校人才培

养等各项中心工作系统工程中的主心骨。在道德生活中，领导

干部往往被人民群众当作道德学习的榜样，其行为和人格往往

被人们当作道德实践活动的“参照物”。[5]所以，领导者应通过

建立自己的道德权威，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使人们从内心更

加信服其领导，从原来的“必须服从”到“自愿服从”。领导者

的道德权威要求领导者以道德主体自律，在工作中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时时处处秉持道德原则公平公正处理校务，并敢于

坚持正义，惩恶扬善，批判和改善学校内外不合理的作为，真

正为老百姓树立道德榜样形象。 

2、强化师德意识，促进高校师生之间的和谐 

师德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高校校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教师师德意识强，可以在教学活动中激发更大的热情和积

极性，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必将有利于促进高校师生之间的和谐，

引领校园风气的改善，推动和谐校园的建设和发展。为此，广

大高校教师可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强化师德意识。 

其一，切实履行“为人师表，行为示范”职业道德准则。

为人师表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学校对教师提出的基本

要求，也是教师应具备的美德。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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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教师的形象具有

强烈的示范作用，教师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是影响学生一生

的精神财富，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的作用是任何人包括父母

都不能替代的。所以，教师应自觉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率先垂

范、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

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

甘为人梯，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真正做

到“为人师表，行为示范”。 

其二，加大教学中的“三个投入”。师德觉悟的提高，师德

意识的增强，必须通过教学上的努力来实现。为此，教师应在

教学中加大“三个投入”。一是加大教学情感的投入。热爱事业，

关爱学生是教师的基本道德规范。当前，高校少数教师在学生

心目中的形象弱化淡化，师生关系不和谐，主要的原因是教师

这“两个爱”投入的力度不够。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千次的

确信：没有富于诗意的情感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的

全面发展”。教师要忠诚于教育事业，关注学生、爱护学生，努

力创造一个平等、互爱、轻松、愉快的和谐气氛。师生情感和

谐融洽，学生才能“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学其道”。

二是加大教学内容的投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备渊博的基础

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学术造诣，就可使学生产生一

种信赖感，从而转化为一种很强的人格力量去鞭策和激励学生。

三是加大教学智慧的投入。即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技能等。教师善良的情怀、渊博的知识，必须依托于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取得育人效果。在高等

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之际，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心之一的时候，教学

中智慧的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 

3、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营造健康活泼和谐的道德校园 

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表征着学校的精神面貌，是衡量校园和

谐的重要指标。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增强大学生道德素质，

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能力，必须坚持“一个指针”、“五个培育”、

一座平台”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模式，倾力营造健康活泼和谐

的道德校园。 

“一个指针”是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指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指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基本内容而构成的

价值体系。[7]它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激

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维系全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

带，也是引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指针。它为当代大学

生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优良品德，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

发展动力，明确了基本途径。 

“五个培育”是指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诚信意

识、责任意识、公德意识和爱校意识，这是当前高校和谐校园

建设中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高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思想政治

理论教师在工作中要以“五个培育”为首要任务，通过改进工

作方法，加强正面引导，以人为本，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德育环

境。利用教师的品德，为他们树立好的榜样，帮助他们净化心

灵，陶冶情操，振奋精神，使大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品学兼

优的人才。当然，作为大学生本人，在这个过程中绝不是被动

地接受，消极地适应，而是要充分发挥德育主体的作用，主动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格，增强抗压能力，增进心里

健康，不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为构建健康活泼和谐校园贡献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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