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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教育路径分析 

何淑明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有待改进，文章从浙江省大学生强化人文知识的教育路径、浙江省大学生塑造

人文精神的教育路径和浙江省大学生外化人文行为的教育路径三个方面着手，对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教育

路径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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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是当今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都面临的一个共同使命。文章是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4 年度课题 《浙

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在提升的教育路径剖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研究了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背景和现状的基础上，

文章重点研究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教育路径。 

人文素质是人文与素质两个概念的结合，但这一结合又非概念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凸现其核心特征

和基本特性。这一概念构成了教育学当中的核心概念。在教育学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普遍性研究当中，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代

表性观念：人文素质就是个体的综合素质，“人文素质是指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各种因素结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

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

合体现。人文素质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由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心理、文化修养、人文精神等方面综合而形成的一个人内在的、稳

定的特质，外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只有那些优秀的、能够升华人的精神、提高人的价值的文化，才能列入人文素质教育的

内涵。”这种理解强调人文素质对于个体的内在品格的综合塑造。如此一来可以发现人文素质由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行为

构成，而如何实现人文素质的提升，文章从高校教育的角度出发，对问题进行阐述。 

1 浙江省大学生强化人文知识的教育路径 

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

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大学生强化人文知识的教育路径主要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努力： 

1.1 课堂教学。学生以学为本，不论是传统教学还是当今流行的翻转课堂，课堂始终是大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平台。比如

文学知识，政治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和语言知识等，课堂教学会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此外，课堂上教师的形象和素

养会对学生产生熏陶作用。 

1.2 引导学生自学。课堂里师生面对面的引导，其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高校教师必须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道理，需要引导学生如何自学，需要将精华的学习范围告知学生，并且提出相应的思考题或考试题以强化学生的自学效率。对

于一些高职院校的学生，自学能力比较薄弱，开始的时候甚至需要教师手把手的指导如何自学，这些学生的自律能力也比较差，

开始的一段时间也需要老师进行全面的督促和教育。 

1.3 开展系列竞赛。学生学习了文学知识后未必能把知识融会贯通，这时候高校教师需要组织一些活动来强化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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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比如开展各类文学知识的知识竞赛、有奖问答、课堂抢答、辩论赛等。 

1.4 利用好网络平台。当代学生对网络的依赖非常严重，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跟上学生的步伐。因此利用好网络平台来宣

传文学知识也是必需的途径。比如开展微信平台让学生长期关注。比如制作慕课或者微课，让学生学习并完成考核。比如在网

络平台上开展一些比赛，强化文学知识。 

1.5 组织人文知识活动。比较学习法是学习人文知识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让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组织沙龙活动，互相

介绍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在强烈的反差中，学生会瞬间提升学习兴趣，巩固文学知识。还可以与小朋友或者老年人进行沟

通，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从而提升学习热情。 

1.6 渗透于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大学里，学生都分专业开展学习，大多高校的纯文学知识学习的课时比重都非常有限，

因此将文学知识的教学渗透于专业知识过程中，是高校应当提倡的教学方式。 

2 浙江省大学生塑造 

人文精神的教育路径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

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

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大学生塑造人文精神的教育路径主要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努力： 

2.1 尊严教育。调查中发现，部分大学生不爱国，不爱学校，不爱家人，不尊重他人，很多时候也不尊重自己。国家有国

家的尊严，作为每一名中国人和在中国学习的大学生，都应当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祖国没有让我们大学生做惊天动地的事

情之前，我们就应当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时刻勿忘祖国。学校有学校的尊严，有的学生偏执狂躁，无视学校纪律，无视校园环

境，无视学校教师。有的学生心里和嘴里都是对父母的抱怨，完全不知道父母辛劳。有的学生极端的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尊重

他人，从不肯定他人价值，眼睛里只有自己。这样的学生，不给国家、学校和他人尊严，一定程度上也让他自己没了尊严。 

2.2 自信教育。采访中，大多老师有共同的心声，那就是“面对极度自卑的学生还不如面对极度自信甚至自负的学生”。因

为极度自卑的学生很难从将近二十年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悲观，看世界万物都是灰色的，遇到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习惯从坏

的方面去思考问题。因此，高校教育虽然不提倡自负教育，但是应当提倡自信教育，让每一位同学都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坚持优点并改掉缺点，然后自信的生活。 

2.3 自爱教育。采访中很多学生并不自爱，比如一些学生放纵自己通宵看电影或者玩游戏，很多学生喜欢半夜三更在 Q Q 空

间或微信里发表心情，有的学生经常逃课，有的女生过早与异性同居然后怀孕流产。在这些方面，高校教师要将工作做到前面，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生活观和价值观。调查中还发现一名非常特殊的学生，她喜欢每天让自己呈现病态，喜欢生病，

目的是让男朋友爱护她。此外，一些学生不懂得诚信的生活，善于欺骗，最终是害人害己。还有一些学生不懂得快乐生活，认

为忧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时尚。还有的学生是不顾他人感受而让自己一味霸道的生活，觉得那样子的自己很洋气。这些学生都

不懂得自爱才是一种应有的人文精神。 

此外，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的艰苦教育明显不足，一些学生吃不了一点苦。大多数大学生缺乏创新精神，习惯于因循守旧

的学生很多，因此“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情况并不容易实现。由于当代大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因此大多数学生缺乏团队精神，

不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甚至基本上没有团队意识等等。 

3 浙江省大学生外化人文行为的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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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知识底子深厚，内在人文精神品质优良，那么学生表现出来的行为必然是比较正面的。只是在这些行为过程中，高校

应当采取大量的活动策划和方案设计来促进学生将零号的人文知识功底和正面的人文精神去积极地表现出来，比如每个年级或

专业选拔“精神文明使者”，比如运动会时设置“精神文明分队”，比如“文明学生”考核，比如“不文明行为宣传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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