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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全育人”理念对于提升高校德育工作实效性

的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对于高校德育管理来说，建立以立德树人目标为主线，全

员、全程、全方位参与创设的育人环境，实施分级管理、一岗双

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德育管理模式，形成德育无小事、人

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育人合力。“三全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保障，这一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构建适应学生发

展的育人支持系统、育人时空系统、育人方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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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时代以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德育放在突出位置，大力促进德育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努

力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高校阶段是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健全人格、良好行为

习惯的黄金期，需要学校精心引导和栽培，整合各类德育教育资源，打造“三全育人”德育工作大格局。为进一步加

强高校德育工作，本文阐述“三全育人”理念对高校德育工作指导意义，分析“三全育人”理念在高校德育应用中存

在一些问题及成因，探寻“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高校德育实施路径，以期对高校德育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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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the	 new	era，we	should	 tak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put	

moral	 education	 in	 a	 prominent	 position，vigorously	 promote	 the	 specialization，standard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and	 strive	 to	 build	a	moral	 education	work	 pattern	of	 full	

education，whole-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The	 university	 stage	 is	 the	golden	

period	 to	 cultivate	 students’good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sound	personality	and	good	

behavior	 habits.It	 requires	 the	 school	 to	guide	and	cultivate	 carefully，integrate	all	 kinds	of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and	create	a	moral	 education	 pattern	of	 "San	Quan"	 education.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San	Qua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alyzes	some	

problems	and	caus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ral	 education，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an	Quan"	education，in	order	 to	benefit	 the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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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聚家校育人合力

德育并不是单靠教师就能完成的，与学生在学习生活之余的

其他人员也息息相关。“全员育人”意味着以学生为圆心，以学生

的活动场所为半径之内的全体人员都要发挥德育积极性。学生大

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和家庭度过，再高端的学校德育模式如果脱离

了家庭教育影响，抛弃家校合作理念，最终是很难实现德育目标

的。因此，教师和家长要在不同领域做好分工与合作，加强学校

和家庭的沟通交流，相互反馈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的表现，学

生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动态变化，制定新的德育计划，凝聚德育合

力，激活家校育人智慧 [1]。

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指导理

念。大学生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三观尤为重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确保了高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

展。本文对高校开展“三全”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加以阐述，分析现阶段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现状，进而探寻“三全育人”视域下开展高校

德育工作的路径，试图为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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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德育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在高校阶段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

道德品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之成为具有

社会责任感和良好品德的好公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凝聚全员

育人合力；健全全程育人体系；打造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为学生

提供立体式的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如果德育工作

是分散的、割裂的，那么它不可能培育出稳定的、持久的人格，

也就无法实现促进德育的目标。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模式对

学生来说是系统的、完整的。德育的系统性是人德智体美劳各项

素质发展的必要前提，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的学生也是德

育所要为之追寻的目的 [2]。

二、高校“三全育人”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队伍育人尚未完全形成合力

从主观方面看，部分教师并没有秉持立德树人的态度，没有

积极承担育人责任。在高校阶段，学生还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的他律阶段，需要外界对学生严格管理。特别是互联网新时代教

学方式得到广泛应用，为大学生提供了便利，然而，这些网络应

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负面现象逐渐浮

现，所以更需要道法教师、班主任、其他科任教师及行政人员做

好“守门人”，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然而，当前部分高

校缺乏育人先育德的意识，甚至频频出现主科老师占用道法课来

上文化课这种现象。从客观方面看，高校高年级有一定的就业压

力以及学校规定的各种指标与政策造成高校教师的压力过大，再

加上教职工自身也存在着角色冲突的现象，不停地切换着社会角

色、工作角色和育人者角色。面对各种角色的冲突，教职工要调

整心态缓解压力，要以宽心从容应对，提升心理抗压能力，学校

也理应给学生减负的同时给教师“减负”，让教师有更多精力和

时间投入到育人工作去 [3]。

（二）学校对育人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和保障

当前全程育人存在寒暑假道德教育失衡，对入学和毕业教育

不够重视等方面的问题。部分学校对育人工作重视程度不足，空

有不成系列的实践活动。课堂是对学生实施德育的主阵地，但是

部分学校为了追求高升学率，吸纳更多优质生源，轻德重智。在

寒暑假期间，学校也会把安全教育、知识教育放在首位，忽视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校内对学生的思想道

德教育与校外教育影响并未一以贯之，也就是育人“责任链”还

未闭合，学生良好习惯还未形成，正确价值观还未养成，对学生

的教育影响就已经“腰斩”。

（三）高校协同育人理念尚未完全健全

全方位育人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调动学校、家庭以

及社会同向发力，共同育人，实现有机联动，达到德育效果最大

化。让学生在教师的谆谆教导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家长的

以身作则中弘扬优良的传统美德；在社会的正向引导下磨砺良好

的思想品格。近年来，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

关注，三位一体育人模式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育人，每个

主体在教育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通过家庭、学校和社

会共同努力，才能提供更加全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成为品德高

尚、有知识、有能力、有素质的新一代。至此，不少高校也将家

长和社会力量纳入学校教育管理体系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

种育人体系已经建立完善。协同育人体系尚未健全还表现在当前

部分高校德育多途径育人体系还未完善，不能充分利用课程育

人、文化育人等多种育人途径 [4]。

三、“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高校德育路径探究

（一）调动一切力量，做到全员育人

1. 调动学校德育力量，实现学校育人。一方面，坚持以人

为本。首先，教师要精确理解学生需求，通过日常行为观察、倾

听学生想法以及与学生的积极互动，了解学生的情感需求和价值

取向。其次，在基于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做好学情分析和教学准

备。另一方面，增进人文关怀。高校生正处于勤奋面对自卑感的

危机之中，教师必须认识到学生总是努力保持自我概念，如果学

校对其消极评价，就会让学生感到自卑和不安。因此，我们对学

生应该保持积极的鼓励和善意的关怀。首先，丰富育人成员形

象，道法课教师、班主任、行政人员等传统育人队伍应积极转变

育人角色，从“冰冷的权威者”到“温暖的知心人”。其次，聘请

德育专家，对各科课程的育人目标提出针对性意见，让育人目标

变得有温度。最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德

育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5]。

2. 调动家庭教育力量，实现家庭育人。家庭教育对儿童能

否健康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至关重要的。孩子自出生到长大成

人，第一任老师就是自己的父母，学生的习惯、兴趣、意志、品

格、幸福感都是需要父母花时间花心思帮助和引导。家长的教育

方式不合理、自身品行不端都会导致子女缺乏自信、出现情感问

题、人际关系问题、道德观念扭曲和心理创伤，并且很容易产生

厌学行为。如果置若罔闻，可能会使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因此，家长应积极辅助学校德育工作。同时，学校也要做好家校

联合工作。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家委会与每位家长建立密切的

联系，向家长传递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协助家长改进教育方式

方法。另一方面，家长也可以积极的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建议，

做到长处赞美，批评到位。

3. 健全社会教育网络，实现社会育人。学生的发展是一个不

断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大课堂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外在的行为规范，也为我们提供了内在的行为操守。学

校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家庭和社会增强育人责任意识，提高对

学生道德发展，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

（二）立足成长需求，达到全程育人

首先，要注意利用课余时间。高校生的课余时间很长，在学

生课余期间可多组织一些道德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

德修养和实践能力。如学习雷锋做好事、少先队活动。

其次，要充分抓住寒暑假时期。高校学生的寒暑假一年大概

有4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裕，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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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学生实施德育，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长、相关政府部

门、网络平台要承担相应职责，例如在学生网上冲浪时，家长要

进行正确引导，政府要及时出台青少年网络保护条例，网络平台

要加强监管做好“守门人”。与其让孩子与网络为伴，不如带孩

子领略世界的风采。家长要抓住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可以陪同孩

子去一次红色纪念馆，了解前辈为革命付出的鲜血，铭记抗战

历史。

最后，要注意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开展入学教育，是因为

孩子刚刚和母亲走向分离，还不适应，需要学校给予心理疏导。

开展毕业教育，是为了更好的与高中相衔接，即将进入青春期的

孩子，可能会出现角色混乱，所以开展毕业教育就可以使学生避

免迷失自我，对未来生活有正确的目标和规划。

（三）创设良好环境，实现全方位育人

1. 立足德育主阵地，实现课程育人。首先，学校要严格落

实德育课程，不得减少课时或挪作他用，切实保障道法课教师的

课时量。其次，教师在课前备课时要深耕教材，精心设计教学环

节，创新教学方法。在课堂导入上，教师要有亲和力，语调要抑

扬顿挫，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迎合学生的“口味”使学生

从上课伊始就能进入教师构建的情境。在新课讲授上，教师要帮

助学生形成学生本位，尊重学生，引发学生共鸣，上有温度的道

法课。最后，教师要善于抓住教学时机，实施系列化的德育内容

渗透，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2. 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实现实践育人。第一，实践活动要与

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在难易设置上，实践活动不宜太难

或太简单，太难，难以完成易丧失信心，太简单，又容易遭到学

生歧视，应该是高于学生本身的能力但又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或

团队合作所达到；第二，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学生的生活

是绚烂多姿的，学校也要创新活动形式；第三，开展具有社会价

值的活动，杜绝面子工程。活动的开展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在要求，对学生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才能切实提高学

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3.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实现环境育人。校园文化建设不是一

朝一夕的工作，它包含着一所学校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需要

对方方面面进行改善。例如在校园设施方面，应建立文化长廊和

宣传栏，定期更新内容，使学生在课余时间既能缓解压力，也可

陶冶情操；在学生组织方面，完善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发

挥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校风校训上，校领导要带头遵守校训

并以身作则，让校训成为流芳百世的文化品牌。良好的校园文化

不仅可以潜移默化的感化每位学生，还可以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发

生积极的同化反应，产生“染缸效应”。因此，学校应该重视校

园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实现环境

育人。

四、结语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传递的重要途

径。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重视德

育。在新时代，我们要培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仅要具有丰富的

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目前，

我们扭转“唯分数论”的路还任重道远。正因如此，我们更要为

学生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配备优质的育人队伍，做好全程的

育人准备。按照德育规律及学生的需求出发，有的放矢的采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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