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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背景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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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浙江省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文章

从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背景与现状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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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和人文素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第一，人文，即强调教育的“人文化成”式的特征，是对此种教育方式的

基本内容的揭示。第二，素质，强调教育达到的素质教育的成果，是对教育方式价值趋向的把握。第三，人文素质，是上面两

个概念的复合，即提出应通过“人文化成”式的教育方式达到提升学生素质的教育目标，故人文、素质两个概念是把握人文素

质这一核心概念的基础。专业领域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人文素质由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行为构成。 

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是浙江省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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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背景与现状。 

1 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背景 

1.1 浙江省高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 

如今，浙江省高校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失衡所造成的一场人文危机。杨叔子院士有感于现代大学教育提出了“五

精五荒”：“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

还提出了“五重五轻”：“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认为非常

有必要强调人文教育，强调必须把人文教育作为现代大学的基础。而这些情况在浙江省高校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浙江省高校整

体环境对人文素质教育的缺乏，影响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 

1.2 浙江省大学生面临各类文化选择而不知道如何选择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浙江省大学生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选择，例

如生命健康文化，正能量的精神文化，家庭与婚姻文化，学习文化，信仰文化等等都有正面文化与负面文化双重选择，由于一

些非主流消极文化的影响，很多学生面对文化选择时不知所措。而能否对大学生必须面对的一些文化进行进一步细化教育提升，

是所有高校必须面对并给予解决的问题。 

1.3 浙江省大学生生源扩张导致生源素质不稳定 

浙江省高校 2013 届高校毕业生共有 26.81 万人，2014 届高校毕业生生源数为 27.52 万人，2015 年更将迎来就业高峰。

在数量不断扩张的形式下，如何保证大学生素质的稳定与提升从而为大学生营造更好的社会文化平台，是浙江省高校都已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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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到并即将采取行动的发展点。 

2 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研究现状 

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整体而言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的确存

在一些不足的方面。浙江省大学生人文素质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基础知识欠缺。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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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尤其是女生并没有学习

政治和法律等知识的主动性。很多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只通过电视剧或电影等媒体渠道，而这些渠道表现出来的未必是真正的历

史。除了文学类专业的那些学生，大多学生对文学知识的学习极度匮乏。 

第二，诚信意识淡薄。一些学生善于撒谎，经常妄言，浙江省大学生队伍中，尤其是理科类专业的学生，对诚信教育这一

块的学习更为欠缺。有的学生与企业签订了兼职协议，但说不去就不去了。有的同学得到了国家助学贷款却迟迟不肯归还。在

学生队伍中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第三，人文精神不佳。浙江省部分高校的调查中发现，有学生听到“爱国”两个字便会脱口而出“无聊”，有学生看到国旗

升起也无动于衷依然走走跳跳说说笑笑。有的学生推崇非主流消极文化，教师给予正面引导，也很难产生持久性改变。有的学

生，课堂上课玩手机，找工作不认真去找，劝其创业又虎头蛇尾，对任何事务都失去兴趣。有的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对生、

学习、实习等事情了无兴趣。举一个调查发现的案例，有一名大一心理测试就显示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军训期间一会哭，哭完

又骂老师或同学一顿，骂完又哭，有时候半夜都会莫名其妙情绪发作向班主任诉苦，最后是班主任经常陪伴关注她一个学年加

上劝其治疗才慢慢恢复。 

第四，沟通能力欠佳。采访了一些省高校生，不同的学生交际能力不同（带刺的玫瑰很多），心理状态不同（精神抑郁的很

容易碰到），与他人沟通的方式也不同。一些大一新生没有经过太多的社会磨练，大多家庭对其也都比较娇宠，所以他们无法很

快领悟到他人的爱。有班主任在调查中说道：很多时候为了学生付出很多，但得到的却是学生的不理解甚至被学生伤害，而且

作为老师还要去原谅他们，继续帮助他们成长。 

第五，不懂得感恩。一些大学生不理解父母对他们的爱，不理解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们的爱，不懂得感恩。调查过程中刚

好遇到一名学生想国庆节多放几天假就跟班主任请假，最后班主任和家长一起引导他好好学习，结果学生大发雷霆向父母发火。

还有一个案例是班主任陈述的，说是前几届里有一名贫困生，班主任对她尽心尽力关爱，还私下资助其一千多元钱，但是这个

学生却一直拽模拽样的不理班主任，找她谈话时她就眼睛白白你„„直到这次中秋节发来一张明信片问候，说现在她自己也当

老师了，才知道自己当年的无知。 

第六，团队合作能力欠缺。很多大学生我行我素，或者唯我独尊。调查中发现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有一名家境较为富裕

的女生，读大学都三年多了，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从来没有打过一次水。轮到她打扫寝室卫生，她从来不扫，寝室长劝说

她也不理。学院开运动会，她报了名，但临时临了要比赛了她却突然失踪了。课堂里任课老师组织小组活动，她就自己一边玩

游戏。纵然全体老师努力对她进行教育，但从小到大十几年的习惯养成，很难对其产生有效的改造教育。 

第七，礼仪欠缺。大学生应当是最为新鲜的城市礼仪血液，然而部分学生在礼仪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有的学生在课堂上

着装过于暴露或者过于随意。有的学生见到老师直接无视。有的学生妆容打扮极度妖艳。有的学生谈恋爱却制造了很多视觉污

染，比如有的学生会在学校大门口接吻，在课堂上摸大腿。有的学生在公交车上不让座。有的学生在大马路上吐痰或乱扔垃圾

等等。而有些老师看到这些会无视甚至支持，缺乏对学生的正文化的引导。每个学生都有他的花期，为了让每一朵花开得更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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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老师们有时候不得不为她们修枝剪叶，但是这个狠心不是害学生。下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实现人文素质的提升。对于在校

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文素质再提升的最重要的途径。具体说来人文素质教育就是传递人文知识、塑造人文精神、外

化人文行为的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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