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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形势下高校“三育人”工作的

创新与发展
王 景 华

(石家庄铁道学院 工会 ,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 :“三育人”工作是高校永恒的主题 ,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给“三育人”工作

提出新的要求 ,促使我们不断实现“三育人”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提高对创新“三育人”工

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充分发挥教育工会的职能作用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三育人”工作的

新机制、新途径和新方法 ,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有特色的育人体系 ,促进“三育人”工作健康开

展 ,为培养合格人才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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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Three Aspects of Education”

Work in Colleges Under Ne w Situation
WAN G Jing2hua

(Labor Unions Depart ment ,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ree Aspect s of Education”work is the constant t heme in college. But t he develop2
ment and chang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set forth st ricter requirement s for“Three Aspect s

of Education”work , which impels us continuously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it . We must improve our

cognition of t he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of“Three Aspect s of Education”work , give f ull play to t he

f unction of the labor union , explore new mechanisms , ways and met hods for“Three Aspect s of Edu2
cation”work , and build an all2direction and whole2process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educating people ,

t hus to p romote healt hy and smoot h progress of t he“Three Aspect s of Education”work , and to pro2
vide t rustf ul service for cultivating qualified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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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育人”即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

提法 ,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过 20 多年的

研究和实践 ,各高校逐步形成了一套各具特色的

基本做法 ,为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做出了重要

贡献 ,应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 ,必须看到 ,今天

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所处的社会

环境、所面对的教育对象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才培

养的要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高校必

须坚持与时俱进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三育人”工

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和新方法 ,构建全方位、全过

程、有特色的育人体系。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实现“三育人”

工作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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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特点

使高校“三育人”工作面临着新挑战

首先 ,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

攻坚期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

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社会

思想意识日益活跃 ,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趋势

更加明显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

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现在 ,高校已不再是远离社

会的象牙塔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成为各种

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重要场所 ,社会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都会在高校有所体现 ,在大学生思想领域

都会有所反映。

其次 ,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兴媒体 ,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

益诉求的集散地 ,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大学

生几乎都是网民 ,他们把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和

进行交流的主要渠道 ,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广泛。

第三 ,随着全球经济化不断发展 ,各种思想文

化相互激荡 ,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 ,

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 ,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 ,

向我国传播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

式 ,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年一代全盘接受

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 ,渗透与反渗透的斗

争更加尖锐复杂。

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中 ,少数学生信仰缺

失 ,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极容易趁虚而

入 ,这无疑给高校的“三育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使高校

“三育人”工作面临着新问题

目前 ,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

化教育。随着连年扩招 ,高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

大 ,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教职工与在校生的比例大

幅度提高 ,学校对学生失顾、失管甚至失控的现象

较为普遍 ;高校不断扩招 ,生源质量逐步下降 ,学

生文化素质和基础参差不齐 ,使学校教学、管理、

服务工作难度增大 ;实行交费上学以后 ,学生有了

教育投资意识 ,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 ,特别是教

育教学质量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从而学校与学

生之间的矛盾增多 ;随着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 ,就

业市场竞争激烈 ,这既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负

担和压力 ,也使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面临

新的、严峻的考验。同时 ,目前高校“三育人”工作

的教育对象大部分是“80 后”、“90 后”,独生子女

占很大比例 ,不少人是在家长的溺爱中长大 ,以自

我为中心的意识比较强 ,而集体主义意识、动手能

力、与他人相处的能力都比较差 ,这也是高校“三

育人”工作面临的新问题。高校要适应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新形势和教育对象的新变化 ,必须积极

应对这些新问题 ,积极推进“三育人”工作的创新

与发展。

(三) 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给高校“三

育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高校“三育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

验 ,从发生到它的全部实践过程 ,都包含着提倡对

学生的负责精神 ,提倡对学生从思想到学习到生活

的细致的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 ,鼓励先进

扶助后进 ,给学生创造一个正确和良好的思想上

进、学业有成、生活顺利的环境 ,帮助学生走正确成

才之路。但是 ,随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践的发

展 ,当以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视角审视高校的“三育

人”工作时不难发现 ,在非素质教育的环境下产生

和发展的高校的“三育人”工作 ,在内容和形式上是

与非素质教育的要求比较和谐一致的 ,不可避免地

同素质教育的要求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如传统

的“三育人”做法 ,对学生“抱着走”的意味显得浓了

些 ,与在学生中提倡“三自”精神、培养创造性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抵触。面对素质教育的新要求 ,高校

“三育人”工作必须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以使其与

“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相适应。若不及时调整和

变革 ,势必影响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

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三育人”工作

的新机制和新途径

(一)树立适应新形势的“三育人”观念

1 .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三育人”首先要解决好“育什么人”的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 ,要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 ,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

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

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使他们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和

考验 ,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坚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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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方向。要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 ,高校“三育

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坚持育人

为本、德育为先 ,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 ,把思

想政治教育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 1 ]

2 . 真正树立全员育人的观念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发展给高校带来的种种

矛盾和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 ,仅靠哪一部分人的

力量都不可能完全应对 ,而只有充分调动全体教

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主动性、积

极性 ,实行全员育人 ,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所以 ,高校“三育人”工作必须着眼于全员育人 ,使

每一个教师、干部、职工都树立起育人意识 ,积极

主动地投入到育人工作中来 ,担负起育人的使命 ,

形成人人关心、关注学生成长、发展的局面。

3 . 真正树立起素质教育的理念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主张着力于促

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同时也主张承认和尊重

人的个性特长和鼓励人的个性突出发展 ,认为教

育的本质是教给人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方式

和能力。面对素质教育的这些新要求 ,高校“三育

人”工作必须调整与素质教育要求不和谐的观念 ,

在全体教职工中真正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 ,使教

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都能着眼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形成适应新形势的“三育人”机制

1 . 强化教书育人 ,把提升教学质量放在“三育

人”中心的位置

教书育人是“三育人”的核心 ,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都是教书育人的延伸 ,并服从和服务于教书

育人。加强“三育人”工作 ,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

放在中心的位置。离开了教学质量这个硬标准 ,

其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培养合格人才就变成了

一句空话。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高

等教育资源和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教育质

量出现严重滑坡的情况下 ,强调教书育人的中心

地位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

作为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和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

管理、服务工作也必须切实围绕教育教学工作来

开展 ,把服从、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的状况作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通过这

样的机制 ,营造人人关心、重视提高教学质量的氛

围 ,形成人人关注并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局面。

2 .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三育人”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

从原初的意义上讲 ,教书和育人、智育和德育

是教育实施的同一过程 ,在教学现实中是不能分

割和不可分割的。但是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 ,

由于文化知识的把握与政治倾向及思想品德在人

的精神世界中的相对分离 ,由于正确价值观导向

教育的需要 ,同时也由于教育原本的常态运行方

式就是以智育为载体的 ,所以 ,从教书育人原则提

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来看 ,其“育人”的着重点显

然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和道德

品质教育 ,其真谛就在于把教书和育人、智育和德

育有机统一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方面 ,广

大教师要言传身教 ,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

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 ,要把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

节 ,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 ,贯穿

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 ,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的过程当

中自觉地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提高政治觉悟。

3 .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 ,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

要求。因此 ,必须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

宏观指导 ,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明显的改善 ;必须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

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切实改革教学内容 ,改进教

学方法 ,改善教学手段。

(三)探索适应新形势的“三育人”途径

1 . 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 ,探索实践

育人的长效机制

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 ,到基层去 ,到工农群众

中去。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

节 ,组织大学生参加军政训练、社会调查、生产劳

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

实践活动 ,可以使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

长才干、作贡献 ,增强社会责任感。

2 .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中

校园文化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载体 ,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开展丰富多彩、

积极向上、吸引力强的学术、科技、教育、艺术和娱

乐活动 ,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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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全面加强校园网建设 ,主动占领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新阵地

网络是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手段。因此要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 ,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利

用校园网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 ,对大学生

进行引导。

4 . 结合大学生实际 ,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

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

在现代社会的重压之下 ,大学生在学习成才、

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惑 ,因

此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制订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计划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

询辅导 ,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5 .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学校一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二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和就业信息服务

系统 ,为大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创业服务 ;三

是当前要着重加强对家庭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工

作 ,不断完善资助政策和措施 ,帮助家庭贫困大学

生完成学业。

三、发挥工会职能 ,建立和完善“三育

人”工作激励机制

高校“三育人”工作的主体是全体教职工 ,而

工会又是教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因此 ,高校工

会在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激励教职工

群众大力开展“三育人”活动 ,是工会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 ,也是工会的职能所在。

(一) 发挥工会的教育职能 ,提高教职

工的整体素质

首先 ,教育和引导全体教职工热爱教育事业 ,

爱校爱岗 ,勤奋敬业。高校工会 ,要以维护学校的

总体利益为出发点 ,维护和保障教职工的合法权

益为落脚点 ,配合学校深入做好教职工的政治思

想工作 ,激发他们热爱教育事业、爱校爱岗的热情

和努力工作勤奋敬业的积极性。关心他们的工

作、生活 ,为他们排优解难。做好改革过程中的稳

定工作 ,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教育和引导

全体教职工摆正全局和局部、集体和个人、长远和

眼前的利益关系 ,通过各种形式和有效的工作 ,使

全体教职工都爱岗敬业 ,以主人翁的姿态和责任

感做好“三育人”工作。其次 ,要在全体会员中开

展“三育人”的教育活动 ,通过各种方式和载体 ,把

建设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过硬、师德高尚、团结进

取、勤奋敬业 ,深受大学生尊敬和爱戴的教职工队

伍作为落实“三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

(二) 建章立制 ,使“三育人”工作有章

可循

高校教育工会和基层工会都要制定“三育人”

工作实施细则和相关制度。对“三育人”工作的组

织领导、形式和途径、考核和奖励等问题做出明确

规定 ,从制度上保证“三育人”工作正常开展 ,激励

广大教职工树立育人意识和营造育人氛围的积极

性。在贯彻落实“三育人”相关制度过程中 ,要不

断发现、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 ,对评选出的在“三

育人”工作中成绩突出、事迹感人的先进个人 ,利

用召开会议和现代传媒等手段为他们提供“三育

人”经验交流的平台 ,真正起到以点带面和影响示

范效应 ,推动“三育人”工作扎扎实实的深入开展。

(三)努力提高工会干部自身素质

工会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要有责任感 ,工作

要进取 ,待人要谦和 ,与教职工平等相处 ,要把自

己当成教职工的勤务员 ,用这样的责任感来提高

自己的素质 ,规范自己的形象。首先 ,工会干部要

善于学习 ,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政治方向和从事政

治活动的能力 ,勇于奉献 ,具有实干精神和服务精

神。其次 ,工会干部必须做到与时俱进 ,要善于学

习新知识、新法规、新政策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说

实话 ,办实事 ,求实效。再次 ,工会干部要经常深

入基层 ,调查研究 ,与教职工交朋友 ,倾听群众的

意见 ,反映群众的愿望。最后 ,要把工会真正办成

教职工之家 ,这就要求工会干部要有强烈的服务

观念 ,要热心为教职工服务 ,为教职工办实事。只

有工会干部自身素质提高了 ,才能有利于建设强

有力的“三育人”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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