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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论述强化实践教育对高校思教工作的促进作用，它可分为两部分，

即教育者的引导性实践教育和学生的个人生活实践。而两者的融合则重在优化个

人生活实践，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水平。  

  【关键词】 实践教育；高校思教工作；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如何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更有效的做好新时期高校学生的思想

道德教育工作，一直是高校学生工作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实践探索，笔

者认为在高校思教工作中，重视和强化学生实践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

义。所谓实践教育，就是在高校思教课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生活实践性教育，即

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渗透生活教育，在实践中学会生活，接受教育，自觉

地实践“思教”课的学习内容，从而促进个人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升。  

  一、强化引导性实践教育  

  引导性实践教育，就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要求和计划安排，由教育者组织

实施的引导学生培养某种良好品行的课外实践活动。它的重点在于“引导”，即

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实践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品行，具

有可控性、导向性,而不是自发的盲目的实践活动。根据程度的渐进性，引导性

实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是巩固认知性实践教育活动  

  这类实践教育活动主要是配合思想道德教育（以下简称‘思教’）课进行的，

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知。一般而言，这类实践性活动比

较直观，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如参观、访问、展览等活动。它要求授课教师和

辅导员的合作。  

  2、是情感体验性实践教育活动  

  这类活动是在巩固认知性活动的基础上，为了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情

感而开展的体验活动。情感体验性活动，又包括情境熏陶体验、角色体验、感染

体验和交往移情体验等。情境熏陶体验是指在特定的情境氛围中让学生感受情境

气氛，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角色体验是指让学生担任一

定角色，体验角色的责任与权利，通过角色扮演、角色互换，增强学生的情感体

验，如开展“假如你是班主任，如何搞好班级工作”、“假如你是体育委员，如

何组织一次大型的体育活动”等，这类活动的形式是多样灵活的，可以是讨论，

也可以是实战操作等；交往移情体验指在人际交往活动中，通过推己及人的换位

移情效应，引导学生体验情感；感染体验是指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竞赛活动、重

大纪念性节日等活动形式，强化学生情感体验，如开展“我爱我校”文艺演

出、 “性本善或性本恶”辩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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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是行为养成实践教育活动  

  行为养成实践活动强调“坚持”，即在实践中让学生形成这样一种观念——

把一次的行为养成一种习惯，从而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行为习惯。这类

活动有开展学雷锋月活动、社区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  

  4、是综合性实践教育活动  

  所谓综合性实践教育活动就是具有培养知、情、意、行多方面功能的实践，

它既可以巩固深化学生的认知，培养道德情感，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又可以磨练

学生的意志，促进道德行为。如社会调查、“三下乡”、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 

总体上看，在引导性实践教育活动中，启发认知判断是基础，引导体验是核心，指导养成行

为习惯是目的，综合性实践是巩固和提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注意根据各类引导性实践

活动的特点，有针对性、有体系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精心设计、组织引

导实践活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学生一起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

而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强化学生个人生活实践  
  学生个人生活实践是指除引导性实践之外的一切学生个人的课余活动。从时间上看，个

人生活实践在大学生整个生活实践中占有很大比重，它对于大学生品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

用。现代教育强调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主体地位不能单靠教育者的赋予，更要求学

生自觉去取得。换句话说就是，教育不是教育者一个人的事情，它要求学生的配合，要求学

生担任起实施者的角色。  
作为实施者，学生应该做到以下三性：  
  1、积极性  
  即积极配合辅导员进行各类实践性活动。辅导员精心设计了各类实践性活动，可谓用心

良苦。作为学生，应该有这种情感体验，像前面说的情感体验性活动。学生可以换个角度，

“如果我们是辅导员，会怎样做”，在换位思考中，就能体验到辅导员的一片心。   
  2、主动性  
  即主动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大学是个成长成才的大舞台，被动者只能做台下的观众，而

主动者则在台上锻炼成才。也可以说主动是成功的前提。作为大学生，应该主动参与各类各

项实践性活动，在实践中完善自我。  
  3、创造性  
  现代教育要求学生应该具备创造性。大学生更应具备创造性。也就是说，大学生除了达

到教育者的要求，完成他们的任务外，更应自觉地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的意

识和能力。毕竟教育者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在设计引导性实践时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所以，

学生可以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让自己在感兴趣的活动中得到锻炼。  
  三、优化个人生活实践是高校思教工作的催化剂  
  前面说过个人生活实践是学生个人的课余活动，它的最大特点是随意性，它不是教育者

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活动，不受教育者的控制，而是由学生个人独立支配的活动，

因此，具有一定的个人随意性和不可控性。然而，这只是相对于引导性实践而言的，并不是

说个人生活实践就完全没有可控性，只要教师能够科学安排、精心布置，也完全能够变不可

控为可控。笔者认为，引导好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实践，关键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1、加强修养目标的指导作用  
  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实践，带有个人意志和色彩，往往是复杂的、即时的、多变的，教师

不可能随时随地亲临现场给予帮助和指导，因此充分发挥教育目标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十分重

要。教育者在组织好引导性实践教育活动的同时，必须具体指导好每个学生制定个人生活修

养目标，为学生在个人生活实践中提供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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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优化个人修养环境 
在大学生个人生活实践中，我们既要发挥目标的指导作用，更要发挥环境的监督、约束和激

励作用。在大学生个人生活实践中，环境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是每时每刻都无形地存在着的，

也是最富有成效的。实践证明，在学生个人生活修养过程中，创造一种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

健康发展的环境，让环境管理人、教育人，这对于深化引导性实践教育的效果，培养学生良

好的行为习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要“硬软两手抓”，一要优化校园硬环境，做到“三
化”：做好校园绿化，使校园环境美化；抓好“穿衣带帽”工程，使校园环境亮化；整治好学

校的卫生，使校园环境净化。二要优化校园软环境。一方面学校要不断优化校风、教风、学

风；另一方面要优化学校的舆论环境，坚持正确的思想道德导向。凡是有利于弘扬正气的就

要积极地大力宣扬和支持，反之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制止和惩戒。让学生在和谐的氛围

中，在潜移默化的引导下，不断深化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3、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机制  
  所谓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是指利用学生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和教育的活动。在大学生个人

生活实践中，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来促进学生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一个很重

要的形式和手段。大学生同处一个年龄层次，认知水平相近，每天生活内容相近，他们之间

的交流和影响往往是最有效、最易被接受的；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帮助又往往是最经常、最及

时的。因此，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对于大学生的个人修养具有特殊意义。笔者认为，强化大

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学生思想道德行为自治组织，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

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比如在学生公寓成立各种层次的自管会，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日

常行为；成立学生日常思想行为督导、评价组织，对学生的日常思想行为进行自我督查和评

价等。总之，要通过自我管理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使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从而无论

在何时何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坚持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方向，成为能够支配与驾

驭自我修养的强者。  
  综上所述，在教育者和学生双方的努力下，强化实践教育对高校思教工作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只要教育者能很好地发挥引导者的作用，及时的抓好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能针对个

体差异和个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给以专门的指导；只要学生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教育

者，并能自觉地规划、执行自己的个人实践计划，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修养，提升自

身的综合素质水平；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会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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