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 卷 第 3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0  No.3 

2008年 6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 EDITION）                     Jun.  2008 
 

                               

收稿日期：2008-01-05 
基金项目：宁波大学科研基金（XS0602005） 

作者简介：崔 雨（1974－），男，陕西西安人，宁波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 

基于“合规律论”的高校青年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崔  雨 

（宁波大学 党委宣传部，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师思政工作要在实效性

上取得新突破，必须在“合规律论”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相关领域的客观规律，遵循规律进行创新：（1）
深刻认识品德与成才的关系规律，使高校青年教师自觉提高思想素质；（2）充分认识与遵循礼仪教育与道德教

育的关系规律，加强青年教师的道德修养；（3）全面认识内外因综合作用成才规律，有针对性地做好青年教师

成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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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年教师在高校教师中占较大的比例，是高校教师队伍的基础力量和后继力量。他们的

成长与发展，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发展。在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深刻

变化的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相应出现了新的特点，

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挑战最终归结到一个问题：如何提高高校青年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人们只有按照规律办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是“合规律论”的核心见解。“合规律论”是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关于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人们只有尊重

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按照规律去办事，才能取得成功。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实

效性上取得新突破，必须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相关领域的客观规律，遵循规律进行理念、方法、制度、

措施等方面的创新。 
一、深刻认识品德与成才的关系规律，使高校青年教师自觉提高思想素质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青年教师对思想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能够

心悦诚服地接受，其关键是青年教师对思想素质的重要性有一个发自内心的认同。 
根据我国高校教师所担负的使命和职业特点的内在要求，青年教师的思想素质应包括世界观、

人生观、道德品质、法规意识等要素，从思想素质的内涵来看，和品德这一范畴相一致。高校青年

教师均已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部分还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品

质和法规意识均已基本形成；在人生历程中，处于走上教师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因此他们都具有

强烈的发挥才干、发展事业、早日成才的自我发展需要。鉴于上述分析，可以确定，引导青年教师

深入认识品德与成才的关系规律，进一步认同思想素质的提高对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自

觉提高思想素质，这是符合规律的方法选择。 
良好的品德修养对于一个人的成才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古今中外研究人才成长的学者都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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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规律。如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一个人要成为他极力推崇的人才——“仁人”，必须具

有广泛的爱心，并要力行忠、孝、恕、[1](32~39)恭、宽、信、敏、惠这些品德[1](183)；又如当代美国著

名管理思想家柯维提出，人生有一些原则是指向成功的明灯，它相当于自然法则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些原则是公平、诚实、正直、人类尊严、服务、追求卓越、成长等。“唯有基本的品德能够为人际

关系技巧赋予生命”，“内在本质比外在言行更具说服力”。[2] 
研究表明，品德对于一个人成才的关键作用在人才成长的每个环节都有明显体现。首先，品德

对于确定成才活动目的起到制约作用。一个人选择什么对象为实践目的，直接受到世界观、人生观、

道德品质的制约，而坚定的信念、良好的人格又能使人在成才活动中对选择的目标充满信心，为实

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高度集中精力，不畏困难，锲而不舍，进入忘我的境界。其次，品德对成才活

动道路和手段的选择起到导向作用。有良好品德的人，对社会与人类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他们选

择的成才道路和手段，符合社会的规范，恪守道义的责任，从而使他们的成长得到有力的正向推动。

再次，品德对成才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起着评价作用。这种评价是以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互动的方式

进行，有良好品德的人，既能对自己的成才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社会满意度进行评价和把握，又能主

动听取社会对自己成才活动和结果满意度的反馈，以及时调节自己的活动，从而促进自己走向成功。 
二、充分认识与遵循礼仪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规律，加强青年教师的道德修养 

礼仪，是一定社会里以道德为内涵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交际、互动时的外在行为规

范。礼仪与道德紧密地统一在一起：礼仪是道德的外化，也可以说是道德的载体；礼仪的实质是对

他人的尊重，尊重他人正是人类道德的基本准则；道德教育不能单凭说教，而只有通过礼仪行为的

实践才能达到有道德修养的境界。 
在我国古代，“德”、“礼”相辅相成，道德教育是通过礼仪教习和深厚的礼仪文化的营造来实现。

考古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材料表明，我国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礼仪规范。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道德教科书是出现于战国时代的记载礼仪的《周礼》和《仪礼》,两书均被列为儒家传习的经

典。东汉中期形成并也被列为道德教科书的《礼记》也是记载礼仪的书籍。我们阐述这些情况，并

不是要宣扬封建时代的礼仪与道德规范，而是意在说明，将礼仪教习作为道德教育的载体的做法，

在我国古已有之，并且成为一种传统。 
实践证明，进行礼仪教育，是培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提高道德自觉意识和自我约束力的有

效途径。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道德教育存在着重“知”轻“行”的现象：道德规范讲得多,扎实的

行为训练做得少；道德境界方面的要求多，行为养成方面的要求少。其重要原因是缺乏礼仪教育这

一载体。作为大学青年教师，其道德修养必须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为此，对大学青年教师进行礼

仪教育是提高他们的道德境界的一种符合规律的选择。 
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适合高校实际的礼仪教育体系，是对青

年教师进行礼仪教育的必要保障。首先，要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礼仪教育，通过由青年教师开设礼

仪课、担任班主任开展礼仪教育等方式，使青年教师成为进行礼仪教育的主导，让他们在进行礼仪

教育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礼仪修养。其次，要大力倡导校园礼仪，诸如角色礼仪、课堂礼仪、交际

礼仪、语言礼仪等都应坚持教习和实践，要消除校园礼仪缺失的现象，有规划地建设校园礼仪文化。

再次，要积极设计和开展诸如升国旗仪式、慰问驻军、访问参观、看望老教师、开学典礼、论文答

辩、毕业典礼、教师节等庆祝活动和重要场合的礼仪活动，促进青年教师礼仪修养，提高自身道德

境界。总之，通过礼仪教育体系的实施，使高校青年教师在礼仪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接受道德的

熏陶和教育，陶冶道德情操，使道德修养达到新的境界。 
三、全面认识内外因综合作用成才规律，有针对性地做好青年教师成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人才的成长过程是内在素质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是内在因素与外部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在素质是人才成长的根据，外部因素是人才成长的条件，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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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内在素质才能起作用；内因和外因的结构，决定人才成长的方向、特点和水平。[3]这条基

本规律包含着多条子规律，全面认识这方面的规律并有针对性地去做青年教师成才过程中的思政工

作，有利于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1．主观努力和环境推动造就人才规律。青年教师的思政工作，既要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内

在素质的培养，又必须在引导他们主动改良环境和为他们营造环境两个方面着力。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对后者往往重视不够。 
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早已被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里仁为美”。[1](35)荀子《劝

学篇》中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比况之后要求“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

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4]他们强调的都是环境对人的培育、推动作用。在当今高校，努力营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管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于促进青年教师的发展、成才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方面的环境就是一个培育人的条件系统：生活环境是与衣、食、住、行、学、

息、娱、医相关的物质条件系统，工作环境是与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地方服务等事业相关

的物质条件系统，管理环境是为保障师生员工工作、生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系统，文

化环境则是确保师生员工和校园保持民主和谐、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等精神风貌的物质的和非物质

的条件系统。将青年教师的思政工作与营造、改善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必定会使青年教师在主动参

与改善环境的实践中得到教益和锻炼，同时在校方不断营造和改善的环境中得到提高。 
2．个人努力和机遇促成造就人才规律。一个人成功立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又要凭借机遇。

有才能没有机遇不能成功，有机遇没有才能也不能成功。有所作为的人才没有遇到机遇时要积极准

备条件和寻求机遇，一旦时机来到就抓住机遇力争成功。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对这一规律的体悟留

下文字资料的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在自己的《离骚》《九章》《天问》[5]等诗歌作

品中表达出愿为祖国的进步发展有所作为而不畏艰难、上下“求索”的情怀、行为，以及急切地寻

求君王遇合的强烈愿望，反映出“求索”与“遇合”并重的人才作为观。如今这条规律已被人们广

泛认识。据此，我们做青年教师发展的思政工作时，既要勉励他们及时制订职业发展规划、积极锻

炼才能、主动“求索”和及时抓住各种施展才能发展自己的机会，又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寻求甚

至为他们创造或提供各种机会。 
3．个人环境适应能力、心态调节能力与环境的关系规律。由于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

此人所处的环境会有变化和差异，习惯上将成才的环境分为常境、顺境与逆境三类。立志成才者对

环境适应与心态调节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才能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常境下的有恒者、

顺境下的节制者、逆境下的不屈者最有希望获得成功。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做青年教师发展方面的

思政工作时，一方面必须重视和引导他们对环境适应能力和心态调节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在

切实分析对象所处环境状况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对处于常境者，重点在于勉励保持和

增强持之以恒的毅力；对处于顺境者，重点是及时提醒防止骄傲自满、粗心大意、不求上进的心态

出现，保持谦虚、进取、精益求精；对处于逆境者，重点在于鼓励坚定意志，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进一步鼓起信心，继续拼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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